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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结果与讨论

根据表 2
,

3 中的测量结果
,

可以画出猪肉组织和牛 肉组织中光能流率随深度的分布曲线
,

如图 3
、

图 4 所示
,

由图形我们可以发现
:

(l) 在距组织表面较深处
,

光能流率的衰减符合指数

规律
。

(2) 接近组织体表面附近的光能流率都比入射光能流率高
,

猪肉组织出现了一个前峰
,

牛肉组织出现了一个较平坦区
,

这都是组织体的散射特性造成的
,

而且说明
,

猪肉组织的散射

大于牛肉组织的散射
。

(3) 牛肉组织中光能流率的衰减明显快于猪肉组织
,

这说明牛 肉组织的

吸收要大于猪 肉组织的吸收
。

从下面的组织光学特性 参数的计算结果也可以证明上述结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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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对图 3
、

图 4 中组织深处的光能流率分布进行 曲线拟合
,

便可求得猪肉和牛肉组织的

光穿透深度
,

由穿透 深度 占 和我 们在 另一文 中测得 的后 向散射反射率 R
:

(猪 肉组织 R
:
二

0
.

22 4
,

牛肉组织 R
:
二 0

.

16 2)
,

根据方程 ( 4) 计算出组织体的吸收系数 产
。 ,

再 由方程 ( 2) 求出组

织体 的有效散射系数 产
5

( 1 一 g )
。

计算结果见表 4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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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M ar yn iss en 和 w il ks ch 等人测得猪肉和牛肉组织的平均散射余弦值 (猪肉 g = 0
.

97
,

牛肉 g = 0
.

3 )
,

可以计算猪 肉和牛肉组织的散射系数分别为 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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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
,

我们

可以计算出猪肉和牛肉组织的散射系数与吸收系数的 比值分别为 2 25 和 5
.

85
。

由此可见
,

猪

肉组织的散射大于吸收
,

而牛肉组织的散射只略大于吸收
,

呈现出较强的吸收特性
。

五
、

结

本文实现了哺乳动物组织体光能流率的测量
,

吸收系数 产
。

和 有效散射 系数 产
,

(1 一 g )
。

猪 肉

论

并计算出了猪 肉和牛肉组织的穿透深度 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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