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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尔技术用于制作隐型全息密码的应用研究
 

刘守,　陈锦贞,　陈朋
(厦门大学物理系, 　厦门　 361005)

摘　要　提出根据莫尔理论制作隐型全息密码的方法,对此方法作了理论分析并给出实验结果。此

方法有制作过程简单, 所制作的密码隐蔽性高,检验密码方便的特点。有效地提高全息标识的防伪能力,

因而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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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study on concea led codes using m o ire m e thod is p resen ted. T he theo re tica l ana ly 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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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光模压全息图早期作为产品的防伪标识是遥遥

领先的。但是,随着全息技术的普及, 普通制作全息标示

技术很快失去了它有效的防伪功能, 取而代之的是加密

码全息防伪标识 [1]。给全息图置入密码是为了防止全息

标识被同行伪造, 从而提高全息标识的防伪能力。

加密码全息标识就是指在原有全息标识图像版面

上的某个部分或整个版面置人密码, 密码是以一些特殊

函数的变换谱或光学现象为物理模型, 最后以光学图案

形式显现出来, 此为“显型加密码法” [2]。而“隐型加密码

法”必须用解码器才能读出所设计的密码。 隐型密码与

显型密码的不同之处在于隐型密码是隐蔽的,观察者一

般不会发现加隐型密码的全息标识有什么特别之处。但

是只要拥有记录过程中所用的另一函数的物理模型,即

解码器,将其贴于标识上并旋转过一个角度, 就可读出

事先设计好的二个函数方程叠加所得结果,即一种新图

像。而且此新图像和产生它的两个函数的图像可以完全

不同。 因此“隐型密码法”在辨别真伪、防伪打假上比目

前的许多防伪手段更有效。而且它还具有密码记录过程

十分简单, 解码时不用光路和昂贵的设备, 只需用成本

1. 5元人民币左右的解码器, 便于在任何地点,任何场

合检验密码, 同一解码器可以制作无数次, 因此可以有

任意多个密码检验点的优点。

一、 理论分析

莫尔理论指出, 任何两个条纹间隔相同或相近的周

期性图像重叠在一起并相互错开一个角度,就能产生另

一种放大图像, 这种放大的图像称为莫尔图 [3]。 莫尔图

的形状结构和形成它的两个周期性图像有关。已知两个

图像的数学方程式,可以得莫尔图的数学方程式, 从而

得知莫尔图的形状 [4]。比如两个原始图像分别为等间距

同心圆和平行线, 它们的数学表达式分别为

[( x 2+ y 2 ) /a2 ]1 /2= m 1 ( 1)

x
b
= m 2 ( 2)

根据莫尔条纹序数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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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m 1 - m 2 ( 3)

我们可得莫尔图的方程式为

(b2 - a2 ) x 2 - 2a2bqx + b2y 2= a2b2q2 ( 4)

可见, 当 a> b, a< b和 a= b时, 莫尔图分别为双曲线、

椭圆和抛物线。

本文提出的方法是根据莫尔理论, 借助计算机绘图

软件, 描绘出各种线族,形成莫尔图 [4]。我们将形成令人

满意莫尔图的两函数图像模型之一输入原有全息标识

版面的某个部分或整个版面, 这种图像模型我们可以设

计成肉眼无法分辨的精细结构, 然后制成反差片 D 将

其记录在曝光好但没有经过显影的全息标识光刻胶版

上。由于记录时只是用单光束拷贝且显影后完全是位相

型, 所以无法读出,因此并不影响原有全息标识的质量。

当我们用记录有另一函数图像模型的反差片贴于全息

标识版面并旋转过一个角度,就能读出清晰的莫尔图。

解码器上的信息与全息标识上的信息紧密相关,莫尔图

显现时这两个信息缺一不可。

二、 实验设计和识别结果

图 1　记录隐型密码的光路图

S—光源 (紫外灯

或氩离子,氦镉激光 )

在计算机莫尔实

验中, 我们对感兴趣

的莫尔图打印出其两

图像, 并分别进行精

缩制版, 得到高反差

片。 然后, 如图 1 所

示, 将其中一族图案

CM 紧贴于光刻胶版

H 上, 其上覆盖全息

标识某一部分的掩膜版 M , 用紫外灯或激光器的

457. 9nm (或 441. 6nm )进行曝光, 最后与全息图一起进

行显影处理。

而另一族图案的反差片制成钥匙形状并将其贴于

重现的全处标识版面上, 然后慢慢旋转一角度就可以解

出自己原先所设计的莫尔图案。实验结果如图 2和图 3

所示。 图中的照片是模压全息图用 15W 电灯泡重现时

拍摄的, 亮的部分为彩虹全息的编码区域。

( a)已加隐型密码
为全息标识照片

　　　　　 (b )全息图上解出
莫尔图的照片

图 2　“蜘蛛型”莫尔图解码过程

图 3　“莫尔团型”

莫尔图解码过程

　　将解码器 (图

中的黑钥匙 )贴于

一组已加密码的

全息标识表面, 转

过一个角度后可

看出在解码器下

一枚全息标识的

“验”字背景出现

了莫尔图。

三、 结论

理论和实验

证明了计算机莫

尔用于制作隐型

密码的可行性。隐

型密码可有效提

高全息标识的防

伪力度, 因而它的出现对全息工业的发展有很大的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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