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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信息科技领域，电子学在20世纪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由于其信息属性的局限陛，使其无论在
速度、容量还是在空间相容性上都受到很大限制。
而光是生命的源泉，它为人类提供青山绿水的生活环境和丰富的衣食住行的资源，并使我们目睹五彩
缤纷的世界。
因此，光（光学）是人们获取信息的最基本和最有效的手段之一，以光子或光波作为信息载体的光电
信息技术则表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和明显的优越性。
如在信息处理速度上，电子器件的响应时间最陕也只能达到10s，而光子器件则可达到10～10s，比电
子器件快了10～10倍。
并且，光子在通常隋况下互不干涉，具有并行处理信息的能力，在光计算中可大幅度提高信息的处理
速度。
此外，在存储能力、传播速度、抗干扰能力等很多方面，光子器件弥补了电子器件的很多不足。
尤其光电信息技术在高技术战争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如在预警、监视、侦察、观察、瞄准、通
信、精确打击、作战效果评估、电子对抗等方面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使作战方式、部队编制和
后勤供应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因此，光电信息技术不仅全面继承与兼容电子技术，而且具有微电子无法比拟的优越性能与更广阔的
应用范围，从而成为人类进人信息时代的具有巨大冲击力的高新技术。
　　光电信息技术是由光学、光电子、微电子、微计算机、微材料等科学技术相结合而成的多学科综
合的高新技术，涉及光信息的辐射、探测、变换、传输、处理、存储与显示等众多的内容。
它以极快的响应速度、极宽的频宽、极大的信息容量、极高的存储密度、极快的处理速度、极高的信
息效率和分辨率，以及微型化、集成化等特点，推动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以适应现代信息社会
以Tbiffs（1 Tbiffs=10 bit/s）为起点呈现超越摩尔定律的爆炸性增长的信息量的要求，从而使光电信息
产业在市场的份额逐年增加。
在发达国家，与光电信息技术相关产业的产值已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一半以上，对从业人员和人才的
需求逐年增多，竞争力也越来越强。
为适应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迫切需要培养一大批掌握光电信息技术的专门人才，也迫切需要普及光
电信息技术方面的基础知识，虽然不少高等学校相继增设了光电信息类专业或院系，但现行出版的光
电信息技术或光电技术等教材的信息流程的内容不全、不新，而不能满足目前光电信息方面人才的需
求。
基于这样的形势，作者为满足新增光电信息类专业的教学需求，在参考国内外有关文献资料与书籍，
并借鉴以前所编教材《光电技术》、《光电检测技术》、《光电检测技术习题与实验》及《光电信息
实用技术》经验的基础上编写了本教材。
　　本教材是作者在几十年从事光电信息技术的教学和科研的实践基础上，按现代光电信息的整个流
程编写的，它着重讲述光电信息的基本理论与整个信息流程的技术与方法。
本教材主要供光电信息专业使用，但各章节相对独立，便于光电相关专业根据不同教学要求的教学时
数灵活选用。
本书的特点是：内容全、新、精，理论联系实际，层次分明、深入浅出、覆盖面广，实用性强，参考
价值高，并能给人创新启示。
本教材力求降低学习难度，提高实用价值，读者只要具有大学物理和电子技术知识，就可学习本书内
容。
并且，在掌握本书内容后，基本有能力去接收日新月异的光电信息技术的新成果，不断设计和开发光
电信息技术应用的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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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光电信息技术》的内容是按光电信息技术产业对从业人员和人才的需求，对现代光电信息的整
个流程，即光信息的拾取变换、检测、传输、处理、存储、显示而编写的。
《光电信息技术》共分12章，包括：绪论；光电信息技术物理基础，光辐射信息探测器件；光电成像
器件；发光器件；光电信息检测电路设计、数据采集与计算机接口；光电信息变换和检测的技术与方
法；光电信息传输技术；光电信息处理技术；光电信息存储技术；光电信息显示技术；光电信息技术
的典型应用等。
各章结尾附有丰富的习题与思考题，附录提供了习题参考答案。
《光电信息技术》配有免费电子教学课件。
　　《光电信息技术》是在作者几十年的教学和科研的实践基础上编写的，着重讲述光电信息的基本
理论与整个信息流程的技术与方法。
各章节相对独立，可供光电信息工程相关专业根据不同教学要求和学时数灵活选用。
《光电信息技术》具有如下特点：内容全、新、精，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覆盖面广，实用性强
，参考价值高，并能给人创新启示。
　　《光电信息技术》可作为高等院校光电信息工程、光信息科学与技术、电子科学与技术、电子信
息工程、通信工程、测控技术与仪器等光学类、电子类专业本科生、研究生的“光电信息电技术”、
“光电检测技术”课程教材，还可作为从事上述专业领域的技术工作人员培训与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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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雷玉堂，中国光电与安防技术专家、教授。
研究方向为光电、安防与金融防伪。
武汉测绘科技大学（现合并到武汉大学）光电专业创始人、光电技术教研室主任，现为武汉乐通光电
等4家公司及高新技术研究所的总工程师、技术总监与技术顾问，并受聘为多所高校光电院系、重点
实验室以及一些安防学院与商学院的兼职教授、客座教授、合作教授及博士生导师；中国光学学会光
电技术专业委员会资深委员；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光机电技术与系统集成分会理事；中国质量工程学科
技术委员会委员等。
长期从事光电教学与科研，已编著的教材与专著有《光电检测技术》、《光电信息实用技术》、《安
全&光电》等11部；在国内外学术会及刊物上共发表科技论文25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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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10.4.1 led显示屏的结构与原理 10.4.2 led显示屏的特点与类型 10.4.3 led大屏幕显示器 10.4.4 led大屏
幕显示器真彩实现 10.5 oled显示技术 10.5.1 oled的基本结构及其发光原理 10.5.2 oled的分类 10.5.3 oled的
优缺点 10.5.4 oled与tft-lcd的比较 10.6 其他显示技术 10.6.1 硅基液晶显示技术 10.6.2 数字微镜器件显示技
术 10.6.3 光阀投影显示技术 习题与思考题 第11章 光电信息技术的典型应用 11.1 激光测量技术 11.1.1 激
光测距 11.1.2 激光多普勒测速 11.1.3 激光线径的测量 11.1.4 激光热轧带钢板形测量 11.2 微弱光电信息检
测技术 11.2.1 相关检测 11.2.2 锁相放大器 11.2.3 取样积分器 11.2.4 光子计数系统 11.3 光纤传感技术
11.3.1 光纤传感概述 11.3.2 基于强度的光纤传感器 11.3.3 基于相位的光纤传感器 11.3.4 基于偏振的光纤
传感器 11.3.5 基于频率(或波长)的光纤传感器 11.3.6 光纤光栅型传感器 11.3.7 多路复用和分布式光纤传
感器 11.4 视频图像检测技术 11.4.1 视频图像检测系统的分类及组成 11.4.2 一维尺寸视频图像测量 11.4.3 
二维尺寸视频图像测量 11.4.4 三维尺寸视频图像测量 11.5 视频监控技术 11.5.1 视频监控系统的组成
11.5.2 视频监控系统的前端设备 11.5.3 视频监控系统的控制设备 11.5.4 视频监控系统的终端设备 11.6 光
谱测量技术 11.6.1 单色光的产生 11.6.2 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11.6.3 用ccd检测的光学多通道分析仪 习
题与思考题 部分习题参考答案 参考文献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光电信息技术>>

章节摘录

　　波带板图案可以制作在光学平板玻璃的表面，但是由于光学平板玻璃表面的不平行，而使波带板
或成像的直线性受到破坏。
因此，波带板采用金属薄板来制作是很理想的，这种制作方法是利用电化学工艺，在金属薄板上形成
透光孔而得到波带板图案。
　　波带板透光带或遮光带的位置误差，可分为对称误差和非对称误差。
对称误差只影响波带板成像的质量，而不影响成像的中心位置。
因此，要使这个误差不显著影响准直测量的精度，在高精度准直测量中，波带板制作的非对称误差应
在0.02mm以内。
在准直测量中，安置波带板需要设计特殊装置，以使波带板的中心和准直点相重合。
例如，在大型机械的检验和安装中，需要把波带板安置到轴承孔中心来测定各轴承孔是否在一条直线
上。
　　（3）光电接收装置采用光电接收装置，可精确地确定波带板成像的中心位置。
由于点光源的发散和激光传输中大气的吸收，波带板成像的光强是比较弱的。
因此，光电接收装置的电子线路必须具有很高的放大倍率（通常是几万倍到几十万倍），才能使光电
接收装置达到很高的灵敏度。
具有很高放大倍率的电子线路，除本身能稳定地工作外，还要能很好地抗杂散光（太阳光和灯光）的
干扰。
要同时具备很高的接收灵敏度和很高的抗杂散光干扰的能力，可以采用调制光源及相应的带有选频放
大的光电接收装置。
这种光电接收装置电子线路的工作原理如图6.3 6所示。
由图可见，光电接收装置是由二象限的硅光电池（对于二维准直测量采用四象限硅光电池）作为光电
转换器。
当波带板形成的像射在硅光电池上时，光电池将光信号转换成电信号，两个象限的电信号经差动放大
器、选频放大器、交流放大器后，输向相敏检波器。
同时，两个象限的电信号在通过交流放大器后输向触发器，形成电压幅度很大的矩形波而作为相敏检
波器的控制信号。
相敏检波后输出的直流信号，经直流放大和滤波后，由电压指零表显示。
根据电表指针指示的方向和大小，可以移动硅光电池，直至电表指针到零位，这时硅光电池的中心就
和波带板的成像中心重合。
电子线路的差动放大等放大器，可用运算放大器来实现。
由于整个电子线路的放大倍率很高，因此要求差动放大等放大器有很高的共模抑制比。
选频网络可采用双T电桥，选频放大器的中心频率和光源的调制频率相一致，这样杂散光产生的交流
信号被大大衰减，而测量信号得到放大。
在直流放大和滤波电路中，装有时间常数很大的积分电路，以克服由于大气湍流引起的像点高频漂移
所带来的接收困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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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光电信息技术》是按光电信息技术产业对从业人员和人才的需求，对现代光电信息的整个流程
，即光信息的拾取变换、检测、传输、处理、存储、显示而编写的。
《光电信息技术》共分11章，包括：物理基础，探测、成像、发光器件，检测电路设计、数据采集与
计算机接口，光电信息变换和检测的技术与方法，光电信息传输、处理、存储、显示技术及典型应用
等。
各章结尾附有丰富的习题与思考题，附录提供了习题参考答案。
并配有免费电子教学课件。
 《光电信息技术》可作为光电信息工程、光信息科学与技术、电子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工程、通信
工程、测控技术与仪器、安防监控等光学类、电子类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的教材用书，以及从事上
述专业领域的技术工作人员培训与参考用书。
　　《光电信息技术》特点：　　着重讲述光电信息的基本理论与整个信息流程的技术与方法　　内
容全、新、精，深入浅出、覆盖面广，实用性强，参考价值高　　各章节相对独立，可供相关专业根
据不同教学要求和学时数灵活选用　　《光电信息技术》中含有丰富习题及习题参考答案，并配有免
费电子教学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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