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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圓盤型複合全像術」之發展，是由張瑞城與蘇威宏學長在1995年首先發展出來，之後由陳志宏學長在1999年提出「成像面圓盤型複合全像術」，改善了傳統圓盤會產生的柵欄效應，然後在2002年時，蘇永添學長提出了「可環繞觀賞之成像面圓盤型複合全像術」，利用物光與圓盤之間角度的搭配，使得原本只能在某個方向讓某個觀賞者觀看的方式，改善成為多人均可同時觀賞的效果，讓全像展示更具實用性。以上所提到的均為穿透式全像片，當我們用白光去重建影像時，在不同高度可看到不同顏色的影像，但是對於反射式全像片，


只會繞射出在製作時波段範圍的光，因此在垂直方向能看到影像的範圍便顯得有限。


本論文之主要架構是從「可環繞觀賞之成像面圓盤型複合全像術」加以修改，最大的差異在於在物光系統中加入毛玻璃以增加垂直視角，並且分成兩步驟拍攝以作成反射式全像片，另外在最後重建時，觀賞者將會透過位在虛擬圓錐面上的狹縫看到展示影像。本論文也將利用電腦模擬，計算並描繪出三維重建影像在空間中的位置，並將其與實驗結果做比較，同時我們也將探討在不同情況下(視角或距離)重建影像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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