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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即拍摄过程。原理如图 12。被摄物体在激光辐照

下形成漫射式的物光束；另一部分激光作为参考光

束射到全息底片上，和物光束叠加产生干涉，把物

体光波上各点的位相和振幅转换成在空间上变化的

强度，从而利用干涉条纹间的反差和间隔将物体光

波的全部信息记录下来。因此如果人眼直接去看这

种感光的底片，只能看到像指纹一样的干涉条纹。

再现过程，即从全息图中提取物光波的信息，则利

用光的衍射来完成，用适当的光波照射全息图，“解

冻”或重构原来的物光波，人眼迎着再现物光波观

察时，就如同通过全息图这个窗口去观察原来的真

实物体一样。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全息像才是真正

的三维像，而前文所述各种由视差合成的图像只是

“准”三维像。 

 

图 12  全息原理图 

全息立体图的景物立体感强，形象逼真，效果

突出。在一些博物馆，我们甚至可以用此方法把一

些珍贵的文物用这项技术拍摄下来，展出时可以真

实地立体再现文物，供参观者欣赏，而原物妥善保

存，防失窃。其实，在生活中，也常常能看到全息

摄影技术的运用。比如，在一些商品的商标、身份

证、银行信用卡，甚至钞票上就会出现“彩虹”全

息图。但这些全息图像感光度低，更多只是作为一

种复杂的印刷技术来实现防伪目的。 

四、评论与展望 

本文简单的评述了实现三维显示的一些光学方

法，这些方法主要局限于光学领域的范围，并且没

有涉及其中理论分析和技术细节。但从中已可看出，

光学方法可以给立体图示技术提供一些基本原理和

实现途径，而且在许多方面已得到了成功的运用。

但由于光学方法的某些固有特点，使得这些技术还

有不同程度的局限。其实人类在对 3D 视图的追求

远不止于此，由此产生了很多其他很多的技术和方

法。除了以上几种方法之外，近代电子技术及液晶

技术等领域的迅速发展为三维显示提供了另一重要

途径。走进家电卖场，3D 电视琳琅满目，3D 消费

电子产品迭出，从 3D 笔记本电脑到 3D 投影仪、3D

数码相机等许多条产品线中均出现了 3D 的身影。

总之，立体图像技术的出现是在图像领域彩色替代

黑白后又一次技术革命，借此 3D 内容迅速丰富，

3D 产业蓬勃发展，将来也必定是图像行业发展的未

来趋势。 

（江苏南京晓庄学院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211171） 

 

无法观赏的纳米花 

纳米花可不能在约会时作

为礼物，但是研究者说这些只

能在电子显微镜下才能看到的花形微粒却有着特殊

用途。它们由磷酸铜花瓣包围的蛋白质组成。 

这些花瓣不仅漂亮，而且还有两个重要功能。

首先它们保护蛋白质，防止其损坏分解。其次，如

果蛋白质有催化作用（即加速其他化学反应），包裹

在纳米花中将提高其催化效率。因此纳米花催化剂

比裸露蛋白质的催化效果更好，保持时间也更长。 

这一研究结果已发表于 6 月的《自然纳米技术》

（Nature Nanotechnology），研究者目前利用其提高

嗜铬细胞瘤（一种罕见的肾上腺肿瘤）检验的准确

性和速度。这一测试包括检测患者尿液中肾上腺素

的激素水平，科学家利用纳米花可以提高催化效率

以检测激素含量。在未来，他们还建议将纳米花用

于探测工厂废水废气中的有毒污染物，会比现有技

术更加有效。 

 
（ 高 凌 云 编 译 自 2012 年 6 月 5 日

www.sciencemag.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