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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光具有极快的速度、极大的频宽、极高的信息容量，在现代信息技术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现代光电信息技术是光学技术、光电子技术、微电子技术，信息技术、光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图
像处理技术等相互交叉、相互渗透和相互结合的产物，是多学科综合技术，它研究以光波为信息的载
体，通过对光波实施控制、调制、传感、转换、存储、处理和显示等技术方法，获取所需要的信息，
其研究内容包括光的辐射、传输、探测、光与物质的相互作用以及光电信息的转换、存储、处理与显
示等众多领域。
　　现代光电信息技术具有如下特点：其一，有效延伸人眼的视觉功能，使其探测阈值达到光子探测
的极限水平，而探测的光谱范围在长波方向达到了亚毫米波段，在短波限则延伸到紫外线、x射线、y
射线乃至高能粒子；其二，以光为信息载体，结合计算机的研究成果，极大地提高了光电系统的响应
速度、带宽和信息容量。
使超快速现象（核爆炸、火箭发射等）可以在纳秒（ns）、皮秒（ps）甚至飞秒（fs）量级得以记录，
利用光网络的多台计算机传输和处理海量信息得以实现。
　　基于以上特点，现代光电信息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的各行各业。
对信息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本书是作者在光电信息技术领域多年研究工作的总结，全书共分六章。
第1章论述激光告警技术及应用；第2章论述瞬态表面高温光电探测技术及应用；第3章论述甲烷浓度光
电测试技术及其应用；第4章论述棱镜反射光技术及其在溶液浓度测量中的应用；第5章论述人眼视光
学特性光电信息技术及应用；第6章论述激光光幕技术及应用。
　　本书第1章由张记龙教授撰写，第2章由郝晓剑教授撰写，第3章由李晓副教授撰写，第4章由张志
伟副教授撰写，第5章由赵俊奇高工撰写，第6章由赵冬娥教授撰写，全书由张记龙教授统稿。
　　本书所涉及参考文献较多，作者虽试图将其一一列出，但也难免疏漏，对于遗漏，请读者谅解。
我们对成书过程中参考过的所有文献资料的作者表示真诚的感谢。
　　现代光电信息技术涉及学科较多，尽管研究和成书过程中作者参阅了大量国内外相关资料，但因
作者水平有限，仍难免有欠妥之处，诚恳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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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编者多年从事光电信息技术及其应用方面的研究为基础，内容均来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国际科技合作项目、国防专项和国家新产品开发计划等的研究成果。
    该书分六个专题，分别论述激光告警技术及应用、瞬态表面高温光电探测技术及应用、甲烷浓度光
电测试技术及应用、棱镜反射光技术及其在溶液浓度测量中的应用、人眼视光学特性光电信息技术及
应用以及激光光幕技术及应用。
这六个专题自成体系，相对独立，内容涉及光源、光的传播、光的转换、光的调制、光的探测、光与
物质的相互作用、信息采集与处理等光电信息技术的相关领域。
激光告警技术重点论述相干探测和傅里叶变换光谱探测技术；瞬态表面高温光电探测技术则以黑体辐
射为基础，论述蓝宝石高温传感器及其温度绝对校准原理；甲烷浓度光电测试技术则重点研究气体浓
度光谱测试技术、差分吸收和二次谐波检测技术；棱镜反射光技术及其在溶液浓度测量中的应用论述
了消失波特性和棱镜表面等离子体共振特性，重点研究棱镜反射光技术在溶液浓度测试中的理论和方
法；人眼视光学特性光电信息技术主要论述客觉验光仪和眼睛角膜光电测试方法；激光光幕技术则研
究激光光幕形成理论和以光幕为区截装置的弹丸速度光电测试技术及激光测速靶。
    本书可为从事光电信息技术及其应用研究的技术人员、研究生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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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国家发明专利6项，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出版著作2部。

    2004年被评为山西省高等学校青年学术带头人，2007年被评为山西省高等学校中青年拔尖创新人才
、山西省模范教师和山西省委联系的高级专家，2008年入选山西省“新世纪学术技术带头人333人才工
程”省级人选，2009年入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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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上述激光告警技术研究现状可以看出，早期的激光告警装置主要是非成像型告警，其波长覆盖
范围较窄，主要集中在可见和近红外波段；方位分辨力较低，一般为几度到几十度，取决于光电二极
管的数量；不能确定激光波长；系统大而笨重，作战效能不高。
随着激光技术的飞速发展，军用激光器的种类和波长覆盖范围迅速扩大，对激光告警装置的要求越来
越高。
同时，现代光电子技术的深入发展，也使得研制更商性能的激光告警装置成为可能。
　　目前，激光告警技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将波长覆盖范围不同的告警器
组合到一起，以拓宽光谱响应范围，发展对中、远红外激光的被动告警技术；　　（2）为了测定激
光波长和提高系统信噪比，开发各种相干识别型激光告警装置；以消除或抑制太阳光、炮火闪光等复
杂背景光的干扰，提高告警概率；　　（3）提高激光告警的方位分辨力，如采用光纤延迟技术
、CCD摄像技术，在非成像型告警装置中采用邻域相关技术等；　　（4）为了更精确地判断激光威
胁源的性质，要求告警装置能够识别激光的光谱及脉冲特性，希望能获得足够多的信息，保证高的告
警概率和低的虚警率，以便识别和采取有效的对抗措施；　　（5）为了适合于单兵使用，开发小型
、便携式的激光告警装置；　　（6）为对抗激光对卫星的威胁，需开发小型的、抗辐射能力强的星
载激光告警设备；　　（7）充分将光纤前端技术、现代光学信息理论以及应用光学的最新成果应用
于激光告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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