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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3

根据读者要求
,

本刊新设《英语 角》栏

目
4

每期刊 出若干例 句及短的段落
,

供读者

修改或解答
4

答案请于 今年 �5 月底以前

一次寄给我们
,

以便 本刊主持人程鸥者先

生评列
4

对答案正确者
,

本刊给 予适 当奖

励
4

由于此栏 目 刚办
,

没有经验
,

希望大 家

提 出建议
,

以便我们 更好地为读者服务
4

6
,

7 , # 0 # ∀ # % 8 #.
4

请回答有逗号和无逗号两种句子的意 思 有 何 区

别
,

指出这两种句子的语法结构
,

并将两种句子的意思

翻译出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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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按上例方式回答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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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对此句进行修改
。

〔答案见本刊 � 2 2 ? 年第 5 期  

中
, 既有振幅的信息

, 又有位相的信息
, 即所谓全部信息

4

全息照相术可 用于所有 的波
, 只要这些波具有足够的相

千性并足以形成所需要的干涉图形即全息图
4

因此全息照相

的应用十分广泛
, 主要表现为全息显微术

, 全息千涉量度术 Χ

无损探侧
、

监测术等
4

全息照相目前仍处于不断发展之 中
4

全息图的大规模复制 Χ 电视传输和非相千光全息图
,

这是当前

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
, 因为它涉及立体影视的实现

4

此外
,

寻

找新的记录材料以满足大容量存取信息即光计算机的 需 要
,

也是光信息处理中的当务之急
, 因为目前感光胶片

、

光敏塑

料
、

磁盘或磁鼓及光铁电晶体都还未尽人意
4

光信意处理技术大致可分为 以下几种 3

一
、

预处理技术
4

由于摄象系统的运动 �如 飞机或
4

卫星

上  及景物本身的运动
,

都 会引人投影象差 Χ 或由空间不同点

在曝光或冲印时因条件的变化而造成的光度差
,

都要在成象

以后加以规整
4

二
、

增强技术
4

因被探测 目标的光谱特性是通过图象的

灰阶密度记录并反映出来的
,

而人眼对灰阶变化的鉴别能力

有限 ,

不同景物反映在图象上的灰度可能差别不大
,

因而一些

细节不易被辨认
4

增强技术就是根据判读即识别的需要
, 在

图象中突出或消除某些信息
,

甚至人为地加入某些信息
,
使所

需要的特征被强调出来
,

从而提高图象的可辨认细 节
4

增强

技术又可分为假彩色成象
、

假彩色合成
、

灰阶重布
、

运算成象

和空间滤波五种
4

三
、

图象的识别
4

这是指在空间上能区别不同事物
, 在

时间上要发现同一景物随时间 的变化情况
4

具体地说就是对

图象中的内容进行分析
、

判断 , 弄清楚图象中的线条
、

轮廓
、

色

调
、

色彩
、

花纹等对应着实际上的什么景物及所处的状态
4

最基本 的方法是人工判读
,

正在改进中的是利用电子计

算机判 读
4

人的精力有限
,

计算机现阶段其信息存贮量和计

算速度还不理想
,

所以它是光信息处理中急待改进 的课题之

维编码记录的
4

传统的记录方法是把光信息记录到胶片
、

磁带或磁鼓上
,

如果利用全息照相
, 既可以记录二维图象

,

也可 以记录三维图

象 3 可以记录在介质的表面
, 也可以记录在介质的整个体积

中 Χ 可 以是永久的或是可以消象的
4

全息存贮比磁性存贮的

优越之处是信息容量大
、

成本低
、

纯度高
, 能把几百 页的书存

贮在只有手指 甲大小的介质中
,

提取的时间在微秒的数量级
4

而磁性存贮 中提取信息的时间约几十毫秒
4

磁性存贮是可以

消迹的 , 而且可以读多快就 写多快
,
快写和可消迹 的全息记录

则还在试验阶段
4

在医疗透视微波与红外遥感中 ,

把微波或超声信号转换

成图象
,
把不易保存与观察的红外图象转换成可见光图象都

属于转换之列
4

可用计算机及其端机一起处理光信息全过程
, 但 已有的

电子计算机容量与速度有限
,
光模拟计算机精度低

,

前年元月

美国贝尔实验室展示了他们研制的世界上第一台数字化光计

算机
, 实现了光信息处理的飞跃

4

可以预见
,

不久的数字化全

波段光计算机将取代现有的光信息处理系统
, 由于它能做到

容量大
、

速度快
、

精度高
,

并能使运算 与处理同时进行
,

这将 与

人的感官和大脑对信息的处理相接近
, 更重要的是 , 它 还能

处理人的感官无法处理的无线电
、

微波
、

红外
、

紫外
、 Δ 射线

、

超声
、

次声等一系列信息
, 这真是全能的信息处理机 ≅ 可以断

言 , 随着集成光学
、

薄膜光学
、

纤维光学
、

显示技术
、

激光技术

及微电子技术等有关学科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

数字化全波段

的光计算机将很快遍布世界
, “
万能

”

智能机器人 也可能应 运

而生
4

四
、

信息转换
4

在信 息传输
、

存贮及提取中常将信息由

某种载体转换成其他形式的载体
4

在图象的传输中
, 近距离

可直接借助于光学系统
,
远距离可利 用光纤

, 也可以把图象转

换成微波
4

为了扩展 通道 , 编码是必不可少的
4

存贮就是记

录 , 记录也可以采用编码
3

光模拟计算机就是把三维图象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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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对象 % 核磁共振波谱研究的物理
、

化学
、

生物

和医学的科研工作者
、

教师
、

物质结构专业研究生和高

年级学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