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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光电信息技术与应用》以编者多年从事光电信息技术相关专业的本科、研究生的教学讲义为基
础，结合编者在光电信息技术与系统的研究成果，参考近年来光电信息技术的最新进展，基于光波载
体，以光电信息的产生、传播、调制、控制、处理、存储与显示为主线，从光、电、信息和光电混合
信息技术的角度，阐述光电信息技术所涉及的光的特性与度量、光的产生和传播、光的调制与控制、
光电探测、光学传递函数、光学信息处理系统的理论和方法、光电信息存储、光电信息的转换及显示
等内容。
最后介绍光电信息技术的典型应用。
 全书以信息为主线，阐明光、电、光电混合信息系统的理论、技术、方法和应用。
《光电信息技术与应用》力求为光电信息系统专业本科、研究生和工程技术人员提供光电信息系统分
析、设计的基本理论、先进技术和最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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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记龙，1964年生，男，山西省汾西人，教授、博士生导师。
山西省光电信息与仪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主要从事光电信息处理、光电仪器与系统等领域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先后主持完成了山西省自然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山西省回国留学人员重点科研项目；2007
年获山西省技术发明一等奖（排名第一），2002年获山西省科技进步二等奖（排名第一），1996年获
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排名第四）；目前承担科技部国际合作重大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
博士学科点基金等多项科研项目；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获得授权；发表论文60余篇，其中EI收录24篇。
 　　2008年被评为山西省“新世纪学术技术带头人333人才工程”省级入选专家，2007年被评为山西省
委联系的高级专家、山西省模范教师和山西省高等学校拔尖创新人才，2004年被评为山西省高等学校
青年学术带头人。
山西省重点学科《信号与信息处理》学术带头人之一，教育部学科评议专家，教育部学位点评审专家
。
中国兵工学会会员，中国高等学校自然科学学报研究会第五届理事会理事，山西高等学校学报研究会
第五届理事会副理事长，中国仪器仪表学会高级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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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性能比较习题参考文献第5章 光学成像系统的传递函数5.1 二维线性时、空不变系统5.1.1 二维线性系
统的定义5.1.2 脉冲响应和叠加积分5.2 二维傅里叶变换5.2.1 二维傅里叶变换的定义及存在条件5.2.2 可
分离变量函数的傅里叶变换5.2.3 具有圆对称函数的二维傅里叶变换——傅里叶－贝塞尔变换5.2.4 二维
傅里叶变换定理5.2.5 常用函数和二维傅里叶变换5.3 二维线性空不变系统：传递函数5.4 二维抽样理
论5.4.1 函数的抽样5.4.2 从抽样信号中恢复原函数5.4.3 空间一带宽积5.5 透镜的傅里叶变换5.5.1 透镜的
相位变换作用5.5.2 透镜的傅里叶变换性质5.6 光的时、空相干性理论5.6.1 互相干函数与复相干度，交
叉谱密度函数5.6.2 光场自相干函数P（t）和复自相干度5.6.3 准单色条件下光场的互强度J和复相干因子
μ5.6.4 相干时间、相干长度、相干面积5.7 成像系统的一般分析5.7.1 透镜的点扩散函数PSF5.7.2 衍射受
限成像系统的点扩散函数一用光瞳函数代替透镜的孔径函数5.8 衍射受限系统的相干传递函数（C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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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贝－波特实验6.1.3 空间滤波系统6.2 相干光学信息处理6.2.1 相干光学滤波系统6.2.2 空间滤波的傅里
叶分析6.2.3 空间光学滤波器的类型6.2.4 光学系统补偿滤波器6.2.5 几种相干处理技术6.3 非相干光学处
理及其应用6.3.1 相干与非相干光学处理主要差异6.3.2 图像的相乘和积分6.3.3 非相干光学相关与卷积处
理6.3.4 基于衍射的非相干光学处理6.3.5 基于非相干的多通道并行处理习题参考文献第7章 光电信息的
存储与显示7.1 光存储技术7.1.1 光盘存储7.1.2 光全息存储7.2 半导体存储技术7.2.1 半导体存储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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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及其性能比较7.3.1 显示器的功能、性能、基本结构和分类7.3.2 显示器件基本特性的比较7.4 典型
显示器的工作原理和基本技术7.4.1 液晶显示器（LCD）7.4.2 单晶硅反射式液晶（LCOS）技术7.4.3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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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详述国内外光电信息的最新技术和材料并作了进一步展望；　　2.将光信息处理和电信息处理用
统一的数学工具进行描述；　　3.详解不同用途的典型光电信息系统的设计和应用；　　4.注重照顾入
门级读者，强调学以致用；　　5.兼顾高手，探讨领域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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