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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写这本书对我来讲是爱的奉献！
1963年我结束了在雷达对抗领域的博士论文研究工作之后，第一个仔细研究的光学课题就是散斑。
所以我的光学履历以散斑开始，四十余年之后我怀着愉悦的心情重返这个课题。
　　这本书针对那些在这个领域已有基础和经验的读者，他们已很好地掌握了傅里叶分析，也接触过
统计和随机过程的广泛丰富的概念。
本书适合作为研究生教材或专业人员的参考书。
第1章是绪论，下面的三章讨论散斑的理论，最后五章讨论我考虑的应用领域。
　　散斑领域很宽，从本书涉及的问题之广足以说明。
虽然我想尽可能地介绍在这个领域中值得称道的做出贡献者，然而，不可避免地会有遗漏，对此我表
示歉意。
　　本书写了好几年，部分原因是中间有一段时间我转向《傅里叶光学导论》第三版的写作。
在本书写作的过程中，我学到许多以前不了解的关于散斑的知识，我要感谢许多在这方面帮助过我的
人。
首先，我要深深地感激法国光学研究院（Institutd’Optique）的Pierlre chavel，他读了全书并提出建议
和修改意见，使本书有明显的改进。
我要感谢。
Roberlts&Company出版社的Ben Roberts，他坚信关于这个课题的书适合在他的小公司出版。
我也要感谢Sam Ma，他辛勤工作检查出许多拼写和印刷上的错误。
我还要感谢编辑Lee Young，他使本书保持表述清晰，前后一致，文笔通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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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散斑效应出现在几乎所有的激光应用领域中，包括相干光成像、全息术、光学相干层析、激光投影显
示、微光刻、多模纤维通信、光学雷达、计量等。
散斑在其他一些领域(比如天文成像)中也有显著的效应。
本书系统而全面地描述了散斑现象，分析了其形成的原因及性质，讨论了抑制散斑的方法及其在多种
应用领域中的效应。
    本书针对有一定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的读者，他们已熟练掌握傅里叶分析，并了解随机过程的广泛
丰富的概念。
本书可用做高校有关专业的研究生教材，或有关领域的研究人员或工程师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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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Joseph W．Goodman于1958年来到斯坦福大学上研究生，并且在斯坦福留下了他的全部职业生涯。
他曾是49位研究生的博士学位论文导师，他们之中的许多人现在在光学界成就卓著。
他曾主持斯坦福的William Ayer电气工程讲座，并担任过若干行政职务，包括斯坦福大学电气工程系主
任和工学院负责教学人员事务的资深副院长。
他现在是William Aver荣誉退休教授。
 
    他的工作曾获得多种奖励和荣誉，包括美国工程教育学会的F．E．Terman奖，国际光学工程学
会(SPIE)的伽博(Dennis Gabor)奖，玻恩(Max Born)奖，Esther Beller Hoffman奖，美国光学学会的Ives奖
章，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的教育奖章。
美国国家工程科学院院士，并担任过关国光学学会和国际光学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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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6.1 眼睛中的散斑　　用连续激光器可以在房间中的一群人中进行一个有趣的实验（哪怕用一支激
光笔就可以做，只要把光束展宽些，把光调暗些）。
把激光器发的光照到墙上或者任何其他平的粗糙散射表面上，请这群人取下他们也许戴着的眼镜（对
戴隐形眼镜的人这可能有困难，这时他们可以继续戴眼镜）。
请所有的人观看散射光斑，并将他们的头横向从左到右和从右到左移动几次。
现在问这个散射光斑中的散斑的运动方向是和他们头动的方向相同还是相反。
结果如下：　　具有完好的视觉或带着视觉矫正眼镜的人会报告说他们难以看出散斑有什么运动。
事实上，散斑结构看来好像固定在散射光斑的表面上，不相对于散射光斑运动，但是它们的确发生了
某种不是运动的内部变化。
　　远视而未经矫正的人会报告说散斑移动的方向与他们的头运动的方向相同，在这个方向上平移穿
过散射斑。
　　近视的人会报告说散斑平移穿过散射斑的方向与他们的头运动的方向相反。
　　本节我们的目的是对这个实验结果给出一个简单的解释。
解释这些现象的一个不同但是等价的方式，请阅文献[11]，[113]或[49]（P。
140）。
　　设物是平的粗糙表面上的一个散射光斑，如图6.1所示。
设照明方向和观察方向与表面接近于垂直。
注意：当光源和散射表面固定时眼睛往一个方向运动，等效于当眼睛固定时光源和散射表面向相反方
向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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