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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能生出立体像的画片 —深度中的戏法
”

一

文后
,

笔者受益颇深 同时
,

也感到文中对于三

维立体像原理部分的分析不太详细 为此
,

本文

试图从人眼的构造和特殊的生理机能人手
,

对

问题的实质作出分析探讨
,

作为对该文的补充

众所周知
,

看三维立体画需要有较好的双

眼融合功能 用逗眼看
,

才能在二维平面 图上

观看出画面的三维立体图案
,

假如一只眼有毛

病
,

就不可能欣赏到画面的立体图案
,

这是为什

么呢 弄清了人眼的构造和特殊的生理机能
,

这个问题就不难作出回答

人眼的构造相当于一个精密的
“

变焦凸透

镜
”

当外界物体发射 或反射 的光线通过眼睛的

角膜
、

水样液
、

晶状体和玻璃体所组成的折光系统

成像在视网膜上时
,

大脑对它产生感知
,

从而产生

视觉 作为人类认识 自然
、

观察世界的窗口
,

人的

双眼不但对外界有明暗和彩色的感受
,

还具有判

断距离的能力
,

这种能力称为深度视觉 通常
,

深

度视觉包括两种不同情况
,

一种是判断观察者到

物体的距离 称绝对距离
,

另一种是判断两个物

体之间或同一物体内部不同部分之间的距离 称

相对距离 实验表明
,

人判断相对距离的能力比

判断绝对距离的能力要精确得多

在人眼的视网膜中央密集着大量的两种细

胞 —视锥细胞和视杆细胞
,

视锥细胞主要分

布在视网膜中心一个称之为黄斑的区域内
,

它

不仅能敏锐地感受强光的刺激
,

还具有很强的

辨色能力 黄斑中央有一小凹
,

称为中央窝
,

具

有最敏锐的视觉
,

黄斑区以外
,

视锥细胞逐渐减

少
,

视杆细胞逐渐增加 视杆细胞只对弱光起作

用
,

且它只能有明暗感觉
,

不能辨别颜色 由于

黄斑稍偏于视网膜与眼睛光轴的交点一侧
,

所

以当眼睛聚焦在某一物体上时
,

我们并不是用

眼睛的光轴指向该物体
,

而是通过眼睛节点和

黄斑中心的直线 视轴 指向该物体 如图
,

从而使双眼的中央窝对准物体
,

以保证物体的

映象落在中央窝网膜感受性最高的区域
,

获得

清晰的视象
,

此现象称为双眼视轴的符合

角膜

图

当观察一个立体物时
,

由于人的双眼之间

相距约“
,

故双眼是从不同角度观察的
,

除

双眼能看到的物体共同部分外
,

左眼看到物体

的左边部分多些 右眼看到物体的右边部分多

些 如图
,

若注视点为
,

则 点的象便分别落

在双眼视网膜的中央窝 和 处 物体上 点

和 点的象也分别落到双眼视网膜的 、、

、

处 由图中可知
,

此时
,

不等于
,

也不等于 丸 可 以设想
,

这时如把两个视

网膜重叠起来
,

则两个视象在中央窝及附近是

重合的
,

其余部分却不完全重合 因此左
、

右眼

视网膜上分别感受着不同的刺激
,

从而产生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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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 射线 激光 器研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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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些实验上的发现
,

指出了一种制造

射线激光器的可能的途径 这就是发现了在

稀有气体原子团中
,

原子内壳层多光子激发的

新机制 , 使得我们更加接近制成实际可用的
、

硬

射线激光器的目标
二

早在本世纪 年代后期
,

在近可见光谱区

域内
,

已经获得了受激辐射的光放大器件 其后

不久
,

接踵而来的是努力设计更粹波长的激光

器 年
,

美国人梅曼 研制成

了世界上第一台可见光 波长为 的红

光 激光器一 , 一红寒石激光器 另一个很大的进

步是美国劳枪斯
、

利物莫尔国宗宰验室
,

取得

了用大功率
“

口 ”

激光器驱动类氖硒离子产

生 自发发射强放大的实验证据 紧接着

在软 射线范围内出现了相 当大的进展 然

而
,

通 向更短波长的 射线激光器的路始终被

证明是艰难曲折的泪 前
,

世界各地的研究小组

都在致力于 射线激光器的研究 这种巨大的

努力是被这种器件的广泛应用潜力所驱使的
二

,

它的应用从生物成像技术 具有分子分辨能力
的成像技术 到原子和分子物理学

、

材料科学和

化学
,

以及工业加工和防卫工程等广泛的领域

内都有非常巨大的潜力 , 几

要获得更短激光波长的最大困难
,

是要在

介质中实现粒子数反转必然需要更强大的抽运

功率 众所周知
,

相关的原子邀发态的寿命大体

上与彼长的平方 以 成正 比
,

因此单位时伺内

必须抽运到该能级上去的原子数必然与 厂 成

正 比 而跃迁能量 幼是与 厂 , 成正比的 由此可

知
,

为了维持受激粒子数
,

单位时间内所需要的

双眼视网膜上的视象差异 双眼视差
,

这种差

异引起的禅经冲动传送到大脑皮层
,

经大脑皮

层视区的综合作用便形成一个具有立体感的视

觉影象
,

从而产生立体知觉 在观察相隔一定距

离的两个物体时
,

便能感知到一个物体是位于

另一个物体的前面或后面
,

还能判断它们相隔

的距离
,

这就是深度知觉
布

所以
,

双眼视差是深

度知觉的基础 正是由于人双眼的这种特殊的

图

构造和生理机能
,

被绘画艺术家们加以巧妙利

用
,

通过运用物体间透视关系
、

光影变化
、

颜色
深浅等深度知觉线索

,

在平面上表现空间
,

为我
们在一张平面图上

‘

观看出
”

物体的空间立体图

案提供了熏要信息

风靡一时的三维立体画
,

并非时下的产物
,

它的发明已有近 年的历史 早期的文体画

一般制成左
、

右对称周期性图形 这样
,

利用左

右眼对视从而将两个物体看成三个物体呈现立

体效果 近年来
,

由于电脑介人三维立体画的制

作
,

情况和以往有所不同
,

这类立体画在平面看

来
,

是一些花布似的图案
,

但若利用双眼融合功

能
,

则可看出隐藏在其中的立体图形
·

当雄
,

无

论是早期制作的还是近几年制作的立体画
,

都

是利用了人眼的生理机能 双眼视差和焦距的

协调作用 从而在二维平面上创造出三维立体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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