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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信息光学理论与应用(第3版)》是在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第2版）的基础上修
订而成，系统地介绍了信息光学的基础理论及相关的应用。
全书共10章，内容涉及二维傅里叶分析、标量衍射理论、光学成像系统的频率特性、部分相干理论、
光学全息照相、空间滤波、相干光学处理、非相干光学处理、信息光学在计量学和光通信中的应用等
。
《信息光学理论与应用(第3版)》内容丰富，选材新颖，既系统地介绍基础理论，又同时兼顾理论和技
术的当前发展，并强调理论与应用的结合。
原书第2版曾被教育部评为“2009年度普通高等教育精品教材”。
《信息光学理论与应用(第3版)》是在保持原书总体特色的基础上，结合作者近几年的教学实践，对
第2版做了许多修订和补充，并将其中的习题解答部分从原书中剥离出来，做了适当的添加和完善，
同时补充了思考题解答，独立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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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①空间叠加多重记录 在全息图的同一面积或体积内，一边改变参考光相对于全息
图的入射角，一边顺次将许多信息重叠曝光，进行多重记录。
重现时只需采用细光束逐点照明此全息图，在其后适当距离的屏幕上观察，通过改变重现光的入射角
就能读取所需要的信息。
 ②空间分离多重记录 把待存储的图文信息单独地记录在一个一个微小面积元上（即点全息图），然
后空间不相重叠地移动全息图片，于是又记录下了另一个点全息图。
如此继续不断地移位，便实现了信息的多重记录。
信息的读取是通过变化重现光入射点的位置来实现的。
 全息存储技术在光计算领域，如光学神经网络、光互连，以及在模式识别和自动控制等领域中有广阔
的应用前景。
美国奥斯汀微电子学计算机技术公司（MCC）的G.Willenbring指出，正在出现的并行高性能计算机需
要更高的输入／输出速度，这种速度可利用全息存储技术得到满足。
已知磁盘的存取时间约为10 ms量级，而全息存储器的存取时间比磁盘快3～4个数量级。
全息存储器可望存储几千亿字节数的数据（目前光盘是6.4亿字节数据），并以大于或等于109 bit/s的
速度传送数据，可在100 μs或更短的时间内随机选择一个数据页面①。
因此，在存储密度、存储容量和存取时间等3个指标上，其他任何一种存储技术都不及体全息存储。
1992年，美国的Northrop公司在1 cm3掺铁铌酸锂晶体中成功地存储了1000页的数字数据，并无任何错
误地复制到数字计算机的存储器。
1994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在1cm3掺铁铌酸锂晶体中记录了10000幅全息图；同年，斯坦福大学的一个
研究小组把经压缩的数字化图像视频数据存储在一个全息存储器中，并重现了这些数据，而图像质量
无显著下降。
这些事实说明，体全息存储器已接近实用化阶段。
1995年，由美国政府高级研究项目局（ARPA）、IBM公司的Almaden研究中心、斯坦福大学等联合成
立了协作组织并在美国国家存储工业联合会（NSIC）主持下，投资约7000万美元，实施光折变信息存
储材料（PRISM）和全息数据存储系统（ HDSS）项目，预期在5年内开发出具有容量为1万亿位数据
、存储速率为1000 Mbit/s的一次写入或可重复写入的全息数据存储系统（25）。
现在这个目标已经实现。
因此，全息存储技术被《福布斯》杂志评为2005年世界十大最酷科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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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信息光学理论与应用(第3版)》读者对象为光学、光学工程、光电子技术、光信息科学与技术、应用
物理、精密仪器等专业的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也可供相关专业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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