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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解决传统生物散斑测量结果易受实验参数影响的问题，采用模拟动态光散射及荧光相关光谱技术，用相

关系数表征生物散斑活性，搭建了实验装置，并对中药糖浆、酸奶、老酸奶、西红柿、苹果等产品进行了实验测试。结果表

明，基于相关系数构造的特征时间指标主要由样品中颗粒运动的速率决定，物理意义明确，几乎不受相机曝光时间、散斑

区域等实验参数的影响，平均测量偏差小于５％，易在实际应用中使用。由于农业及医药领域中生物样品的多种特性均
与颗粒运动速度有关，该方法可为食品、药品行业提供一种新的无损检测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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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激光具有高相干性，照射不均匀介质时受到反射

及散射等因素的影响形成明暗相间的散斑图像，且图

像随着介质变化发生相应变化。根据此现象，研究人

员开发了生物散斑技术，通过连续拍摄动植物样品表

面的散斑图像，计算生物散斑活性指标表征连续散斑

图像的变化，进而反映样品内部介质变化的动态特性，

具有高灵敏度、实时、非侵入测量的优点，有效补充了

比色法［１２］、红外光谱［３５］、激光质谱法［６］等传统光电

测量方法的不足，在农业和医学领域受到了广泛关注。

农业方面，生物散斑技术已成功应用于判断西红柿、苹

果等果蔬瘀伤［７］、果蔬成熟生化过程［８１０］、生鲜肉类品

质［１１１３］、种子活力［１４］和果蔬真菌菌落污染程度等场

景。在医学方面，已有研究表明通过生物散斑图像可

以监测血液流速［１５］、检测精子发育能力［１６］以及表征

眼底血管与神经的活动［１７］。由此可见生物散斑技术

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由于散斑图像具有随机分布特性，难以准确预测，

因此一般需要利用统计学原理定量表征散斑变化，获

得被测物相关信息。针对生物散斑技术的特点，目前

已提出了多种图像处理算法，其中广泛使用的基础算

法包括散斑对比分析法、Ｆｕｊｉｉ分析法、加权广义差分



　 激　　光　　技　　术 ２０２４年９月

法、惯性矩法、时间空间对比度法等［１８２１］，主要根据连

续两帧图像中单像素的强度变化情况或窗口内统计平

均值的变化情况设定指标表征生物的活性。由于生物

散斑技术本质上为测量样品中散射颗粒的变化或运动

速度，而实际样品内部运动组成复杂，上述指标将内部

运动作为黑箱处理，通过经验或实验数据设定阈值，难

以充分利用散斑图像信息反映内部运动的组成，且测

量结果极易受到实验参数的影响，普适性较差。动态

光散射及荧光相关光谱技术［２２２３］是纳米科学领域测

量溶液中颗粒运动速率的重要手段，能通过测量散射

光或荧光时域信号的相关系数有效表征多种分布颗粒

群的运动特性。为了提高信号质量，两者均需使用高

倍物镜聚焦约束照明区域，受到多重散射影响，均难以

直接应用于生物样品的测量。上述工作启发本文作者

根据相关系数随时间的变化处理生物散斑图像，对散

射颗粒的运动进行更准确的表征，为测量生物散斑活

性提供新的技术工具及实验基础。

１　实验测量

１．１　实验装置及材料
本文中搭建的实验装置与传统生物散斑测量装置

类似，如图１所示。光束由激光二极管（Ｏｓｒａｍ，ＰＬＴ５
５２０）发出，波长为５２０ｎｍ，功率为５０ｍＷ，经过准直后
出射。准直光约以４５°角倾斜照明样品，并被样品中
颗粒散射，散射光进入可调倍率工业显微镜头后成像，

实验中使用倍率为 ０．７５×，并由工业相机（Ｍｉｇｈｔｅｘ，
ＳＭＥＣ０５０Ｕ）成像，像素尺寸为２．４μｍ×２．４μｍ，曝
光时间及增益可手动调节，图像像素数目为２５６０ｐｉｘｅｌ×
１９２０ｐｉｘｅｌ。相机及镜头安装在平移台上，可上下移动
调节成像系统位置。

图１　生物散斑实验装置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ｅｔｕｐｏｆｌａｓｅｒｂｉｏｓｐｅｃｋｌ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实验测量了市场购买的中药糖浆（京都念慈庵蜜

炼川贝枇杷膏）、老酸奶（君乐宝低温原味）、酸奶（安

慕希原味）、西红柿、苹果等样品的散斑图像，典型散

斑图像如图２ａ所示。由于散斑图像的形成具有随机
性，直接观察图像判断散斑工作量较大，使用图像处理

算法表征散斑活性必不可少。图２ｂ为去背景的散斑
图像。

图２　ａ—典型散斑图像　ｄ—去背景散斑图像

Ｆｉｇ．２　ａ—ｔｙｐｉｃａｌｂｉｏｓｐｅｃｋｌｅｉｍａｇｅ　ｄ—ｂｉｏｓｐｅｃｋｌｅｉｍａｇｅａｆｔｅｒｒｅｍｏｖｉｎｇ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１．２　生物散斑活性指标
动态光散射及荧光相关光谱技术中使用雪崩二极

管或光电倍增管等点探测器测量微观聚焦照明区域内

散射光及荧光的时域信号，信号的时间相关性定义为

相关系数［２２２３］。由于照明区域内颗粒数目有限，颗粒

进入及离开照明区域时会引起散射光及荧光强度的变

化，变化持续的时间与颗粒运动速率密切相关，因此相

关系数反映了颗粒运动的速率。荧光相关光谱技术测

量的典型单分散颗粒群相关系数曲线如图３所示。可
见相关系数随着时间间隔增大迅速降低，且下降速度

与颗粒运动速率有关。

图３　典型荧光相关光谱相关系数曲线［２３］

Ｆｉｇ．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ｆ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２３］

由于生物散斑技术中照明区域较大，现有以聚焦

区域内强度涨落为基础的相关系数定义［２３］已不再适

用，因此本文中对相关系数Ｃ０（Δｔ）进行了改进，如下式
所示：

Ｃ０（Δｔ）＝

∑
ｈ

ｉ＝１
∑
ｗ

ｊ＝１
Ｉ（ｉ，ｊ，ｎ）Ｉ（ｉ，ｊ，ｎ＋Δｎ）

∑
ｈ

ｉ＝１
∑
ｗ

ｊ＝１
Ｉ２（ｉ，ｊ，ｎ

槡
） ∑

ｈ

ｉ＝１
∑
ｗ

ｊ＝１
Ｉ２（ｉ，ｊ，ｎ＋Δｎ

槡
）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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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Ｉ（ｉ，ｊ，ｎ）为第ｎ帧图像ｉ行ｊ列的像素值；Δｔ为
两幅图像的时间间隔；Δｎ为两幅图像的帧数间隔；ｈ
及ｗ分别为感兴趣区域的行数及列数。式（１）为不同
时刻图像之间的空间相关性，改进后的相关系数引入

了散斑图像的统计信息，能够准确全面反映感兴趣区

域内散斑图像的变化情况。当第 ｎ帧及第 ｎ＋Δｎ帧
散斑图像完全相同时，Ｃ０（Δｔ）取得最大值１，随着时间
间隔增加，散斑位置及强度逐渐变化，Ｃ０（Δｔ）值减小，
观察曲线，近似可用下式描述：

Ｃ０（Δｔ）＝１－ｃ０＋ｃ０ｅｘｐ（－Δｔ／τ０） （２）
式中：ｃ０是自定义常数，与散斑图像背景强度有关；τ０
为相关系数衰减时间；Δｔ足够大时，Ｃ０（Δｔ）逼近稳定
值１－ｃ０；τ０与颗粒速率密切相关，颗粒运动速率越
快，其对应值越小。通过测量样品τ０即可表征颗粒群
分布或运动速率是否发生变化，进而判断样品是否发

生变化。

受到杂散光影响，散斑图像一般具有较强背景，导

致相关系数衰减不够明显。为便于观察，增大曲线对

比度，本文作者在式（１）基础上进行了改进，突出了高
频细节的影响，改进后的相关系数为：

Ｃ１（Δｔ）＝

∑
ｈ

ｉ＝１
∑
ｗ

ｊ＝１
Ｉ１（ｉ，ｊ，ｎ）Ｉ１（ｉ，ｊ，ｎ＋Δｎ）

∑
ｈ

ｉ＝１
∑
ｗ

ｊ＝１
Ｉ１
２（ｉ，ｊ，ｎ

槡
） ∑

ｈ

ｉ＝１
∑
ｗ

ｊ＝１
Ｉ１
２（ｉ，ｊ，ｎ＋Δｎ

槡
）

（３）

Ｉ１（ｉ，ｊ，ｎ）＝Ｉ（ｉ，ｊ，ｎ）－Ｉ０（ｉ，ｊ，ｎ） （４）
式中：Ｉ０（ｉ，ｊ，ｎ）为使用像素点（ｉ，ｊ）邻域窗口（宽为
ｗ０，高为ｈ０）内像素值均值滤波的结果，近似为图像背
景，因此 Ｉ１（ｉ，ｊ，ｎ）可认为是保留了散斑图像中高频
部分。如图２ｂ所示，当散斑变化时，改进后的相关系
数Ｃ１（Δｔ）变化更大，能够更准确反映颗粒的移动。

２　实验及图像处理参数影响

基于上述实验装置及处理算法，本文中开展了实

验研究，实验地点为南京，测试了改进后相关系数的性

能。实验中设置相机帧频为每秒１８帧，连续采集８ｓ，
在硬盘中保存图像便于后续处理。实验前使用白光照

明，根据预览图像调整镜头与样品的相对位置，使得样

品表面处成像较为清晰。由于散斑测量的结果一般较

易受到实验及图像参数的影响，本文作者分别对相机

曝光时间、散斑区域尺寸及均值滤波窗口尺寸进行了

测试，确保不同参数下测量结果具有良好的一致性，方

便实际应用。由于散斑方法主要表征颗粒的运动，而

几种样品中中药糖浆的质地最为均匀，因此本文中首

先使用中药糖浆进行了测试。实验时吸取约２ｍＬ糖

浆放置于透明载波片上暴露在空气中。由于糖浆较为

粘稠，长时间放置后仍保持液体状态边缘处有较大曲

率，可能导致镜面反射，实验中需移动样品位置，避免

边缘处位于成像视场内。

图４　相关系数曲线

Ｆｉｇ．４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ｓ

２．１　特征时间
曝光时间对图像的绝对强度影响较大，过曝光及

欠曝光均可能导致散斑活性指标计算发生较大偏差。

不失一般性，本文中分别将相机曝光时间 Ｔ设置为
１０ｍｓ及５０ｍｓ，观察图像没有明显的过曝光及欠曝光
情况。基于式（１）及式（３）计算了未消除背景及消除
背景后不同时间间隔时相关系数的曲线，结果如图４
所示。根据相关系数定义可知，Δｔ＝０时相关系数始
终为１，无需处理，其天然具有最大值归一化的效果，
其下降速度与散斑图像变化速度有关。图４ａ中当曝
光时间变化时曲线稳态值显著不同，表明未消除背景

时相关系数的最小值没有归一化的效果，这主要是因

为曝光时间较大时，图像背景强度明显偏大，即使颗粒

移动导致散斑光点发生移动，相关系数值仍然较大。

尽管可使用式（２）拟合曲线确定ｃ０及 τ０等参数，但实
际拟合时由于式（２）使用的指数衰减模型与实际测量
数据存在一定偏差，拟合误差可能较大。对于指数下

降曲线，可定义曲线值下降到一定值对应的时间为特

征时间表征下降速度，但由于相关系数值始终缓慢降

低，最小值难以确定，因此该方法难以应用。与图４ａ
不同，经过消除背景（均值滤波窗口为矩形窗口，面积

Ｓ＝１１ｐｉｘｅｌ×１１ｐｉｘｅｌ）后，图４ｂ中相关系数曲线的最
大值和最小值均表现出归一化的特性，即最大值１对

１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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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于Δｔ＝０，最小值０对应于无穷远时刻，无需任何特
别处理，因此不失一般性，可定义当相关系数下降至

０．７０７时对应的延迟时间为特征时间，记为 Ｔ０。对比
不同曝光时间的曲线可见，Ｔ０均为０．２２ｓ，与曝光时
间设置几乎无关，这主要是因为Ｔ０远大于相机曝光时
间，在相机曝光过程中，颗粒位移较小，不影响测量。

与拟合法相比，使用特征时间的另一优势为具有较高

的效率。拟合法需采集整个时间段内的图像，耗时数

秒以上（本文中为８ｓ），而 Ｔ０只需采集０．３ｓ内图像。
由于散斑测量对振动噪声更为敏感，长时间测量可能

引入较多的噪声干扰，缩短测量时间将显著提高抗干

扰能力。另一方面，当颗粒种类及速度分布多样时，曲

线下降趋势复杂，因此观察曲线的下降趋势同样可揭

示颗粒运动的信息。

２．２　散斑计算区域
由于Ｔ０为整幅图像的统计指标，若对散斑计算区

域具有依赖性，则难以在实际应用中使用。本文中测

试了散斑计算区域对 Ｔ０的影响，将图２ａ散斑图像等
分为１～４共４个区域，分别计算每个区域的相关系数
曲线，结果如图５所示。４个区域的曲线在 Δｔ较大时
的稳态值存在一定差异，而在较小处几乎重合。由于

Ｔ０只需相关系数下降至 ０．７０７即可，无需稳态处取
值，因此稳态处差异并不影响特征时间的计算。

图５　样品不同区域相关系数曲线

Ｆｉｇ．５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ｅｇｉｏｎｓｏｆｓａｍｐｌｅｓｕｒｆａｃｅ

２．３　滤波窗口尺寸
去除散斑图像背景的核心是均值滤波，滤波窗口

尺寸变化时可能导致曲线的趋势发生变化，本文中计

算了窗口的影响，结果如图６所示。窗口尺寸 ｗ０×ｈ０
从５ｐｉｘｅｌ×５ｐｉｘｅｌ增加至１０１ｐｉｘｅｌ×１０１ｐｉｘｅｌ时相关
系数变化趋势几乎不变，且在特征时间内曲线几乎重

合，长时间后稳态值则稍有区别，这主要是因为窗口尺

寸较大时，背景难以反映局部变化，导致减去平滑图像

后局部仍存在一定的非零背景。由于 Ｔ０几乎不受曝
光时间、散斑位置等实验参数影响，可视为样品的一个

客观物理量。

图６　均值滤波窗口尺寸不同时的相关系数曲线
Ｆｉｇ．６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ｃｕｒｖｅ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ｗｉｎｄｏｗｓｉｚｅｓ

ｆｏｒａｖｅｒａｇｅｆｉｌｔｅｒ

２．４　颗粒运动速率
为进一步定性表征特征时间 Ｔ０及颗粒运动速率

之间的关系，本文中将糖浆样品放置于１维电动平移
台（派迪威，ＰＰ１１０５０）上，使用运动控制卡及闭环步
进电机驱动平移台以恒定速率ｖ匀速运动，测量Ｔ０随
平移台运动速率ｖ的变化，每组速率均重复５次，结果
如图７所示。当ｖ较小时，样品内颗粒的平均速率与ｖ
一致，但由于颗粒自身布朗运动的影响不可忽略，Ｔ０
与图４ｂ中数值相差不大。随着ｖ增加，颗粒定向运动
的影响逐渐超越布朗运动，Ｔ０逐渐减小，且与 ｖ近似
成反比，表明Ｔ０与ｖ之间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

图７　平移台不同运动速率时的特征时间
Ｆｉｇ．７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ｔｉｍｅ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ｔａｇ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

２．５　Ｆｕｊｉｉ指标
Ｆｕｊｉｉ指标具有计算效率高、物理意义明确的特

点，在生物散斑图像处理中获得广泛应用，定义式为：

Ｆ（ｉ，ｊ，Ｎ）＝∑
Ｎ－１

ｎ＝１

Ｉ（ｉ，ｊ，ｎ）－Ｉ（ｉ，ｊ，ｎ＋１）
Ｉ（ｉ，ｊ，ｎ）＋Ｉ（ｉ，ｊ，ｎ＋１） （５）

式中：Ｎ为散斑图像总帧数。可见Ｆｕｊｉｉ指标直接计算
连续两张图像像素值的差，能够直观反映强度的变化。

本文作者进一步测试了 Ｆｕｊｉｉ指标的效果，验证 Ｆｕｊｉｉ
指标是否存在类似特征参数。由于糖浆样品各处颗粒

运动的速率应近似相同，本文作者模仿相关系数的处

理方法绘制了不同曝光时间时感兴趣区域内 Ｆｕｊｉｉ指
标的平均值随时间间隔的变化关系，结果如图８ａ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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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Ｆｕｊｉｉ指标曲线

Ｆｉｇ．８　Ｆｕｊｉｉｃｕｒｖｅｓ

Ｆｕｊｉｉ指标在短时间内快速上升后逐渐趋向于稳定值。
受到曝光时间变化的影响，背景光强发生了较大的变

化，使得两种曝光时间对应的稳态值不同，１０ｍｓ时的
稳态值略大于５０ｍｓ时的稳态值。为构造特征参数，
使用稳态时的最大值对Ｆｕｊｉｉ指标进行了归一化处理，
结果如图８ｂ所示。尽管稳态时的曲线几乎重合，但快
速上升期的曲线差异较大，曝光时间１０ｍｓ对应的曲
线上升速率远大于５０ｍｓ对应的曲线，意味着难以确
定一个只与样品性质有关的特征参数。上述结果表

明，与Ｆｕｊｉｉ指标相比，相关系数随时间的变化关系能
更有效表征颗粒扩散的速率。

３　实验测量应用

本文中开展了糖浆、酸奶、老酸奶、西红柿、苹果等

常见５种食品及药品的实验测量，为减小测量时长，每
次测量均持续５ｓ，不同时刻的相关系数如图９ａ～图
９ｅ，Ｔ０随实验时间的变化如图１０ａ～图１０ｅ所示。图
中，Ｔｓ为实验时间。

图９　不同时刻的相关系数曲线

Ｆｉｇ．９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ｃｕｒｖｅｓ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ｉｍｅ

　　于２０２３０５１７—０５２５每日１０点测量糖浆样品的
散斑活性，不同时刻的相关系数及特征时间结果分别

如图９ａ及图１０ａ所示。实验初期Ｔ０从当天０．２２ｓ上
升至第４ｄ０．３０ｓ，这主要是因为中药糖浆中一般含有
一定水分，随着水分蒸发，液体粘度逐渐增加，导致颗

粒运动速率降低。由于暴露在空气中，样品中乳酸菌

含量逐渐增加，糖浆开始吸收空气中水气，蔗糖转化为

葡萄糖和乳糖，产生酸败现象，导致颗粒速度加快，因

此实验后期从第５ｄ开始 Ｔ０逐渐减小，至第８ｄ时已

减小至０．１７ｓ。
同样吸取酸奶样品约２ｍＬ放置于载玻片上，于

２０２３０５２６Ｔ１０：００开始测量。由于含水量较高，蒸发
快，酸奶１０ｈ后已近似成为粉末，导致颗粒运动速率
逐渐降低。图９ｂ中相关系数曲线初始时下降速度较
快，５ｈ后则极为平缓，Ｔ０上升至１．７８ｓ。图１０ｂ中初
始时刻Ｔ０为０．０５ｓ，随着水分蒸发Ｔ０迅速上升，８ｍｉｎ
后达到０．１７ｓ，此时Ｔ０上升速度降低，最终在５ｈ后达
到１．７８ｓ。

３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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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Ｔ０随实验时间的变化

Ｆｉｇ．１０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ｏｆＴ０ｏｎ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ｔｉｍｅ

　　由于老酸奶为胶状，在载玻片上无法自然流动，影
响测量，因此撕开包装后直接在盒内测量，实验于

２０２３０５２７Ｔ１０：００开始测量，结果如图９ｃ及图１０ｃ所
示。实验开始时老酸奶表面存在一定水分，颗粒运动

速率较快，Ｔ０＝０．７１ｓ，随着水分蒸发，颗粒运动速率
降低，３ｈ后Ｔ０上升至２．０４ｓ。由于老酸奶暴露在空
气中时稳定期较短，蛋白质和乳糖发生分解，析出了水

分，导致４ｈ后颗粒运动重新加快，在６ｈ后Ｔ０下降至
００４５ｓ。

购买西红柿及苹果时，均目测样品表面，确保没有

可见伤痕。实验于 ２０２３０６０２Ｔ１０：００开始随机确定
测量区域后首先测量该区域的相关系数，然后目测调

整样品姿态，将样品从３０ｃｍ高度处自由掉落至光学
面包板上，接触区域为前测量区域，最后连续测量相关

系数。西红柿测量结果如图９ｄ及图１０ｄ所示，图中实
验时间为负时代表碰撞前，为０时代表碰撞后开始测
量。碰撞前Ｔ０＝０．４２ｓ，碰撞后由于西红柿结构受到
机械破坏，游离水被排出，酚类化合物氧化，导致受损

组织褐变，Ｔ０上升至０．５８ｓ，１０ｍｉｎ后内部结构逐渐
稳定，Ｔ０几乎保持不变，为０．９２ｓ。苹果的实验现象
与西红柿类似，如图９ｅ及图１０ｅ所示，同样在受到碰
撞后颗粒运动速率降低。

为了验证Ｔ０测量的一致性，在实验时每次测量均
重复了５次，图１０中绘制了误差棒，５种样品的平均
相对误差均小于５％，表明相关系数反映了样品内部
颗粒运动的速率，Ｔ０为样品自身的特征参数，且具有
明确的物理意义，能够有效补充传统分析指标，具有较

好的应用潜力。同时通过限制感兴趣区域，相关系数

同样可具备空间分辨能力。

生物散斑测量技术主要通过散斑图像的变化速率

表征样品内部颗粒运动的速率，理论上对样品形态没

有限制，本文作者测试了糖浆、酸奶、老酸奶、西红柿、

苹果等不同种类的样品，验证了可行性。由于工业相

机采集图像的帧速有限，颗粒运动速率过快时Ｔ０可能
短于两帧图像的间隔，引入误差，而西红柿、苹果、糖浆

等样品内部颗粒运动速率有限，能够满足测量要求，因

此一方面可将该技术应用于市场质量监督，另一方面

也可应用于农产品及药品在线测量，确认产品是否存

在被污染的情况。

４　结　论

针对生物散斑技术的特点，本文中搭建了实验测

量装置，开发了相应图像处理算法，提出基于相关系数

曲线构造特征时间表征样品的生物散斑活性。以中药

糖浆、酸奶、老酸奶、西红柿及苹果作为对象开展了实

验，结果表明，特征时间几乎不受曝光时间及实验区域

的影响，稳定性好且计算效率较高，可视为仅与样品相

关的属性，具有较好的工程应用优势。特征时间直观

揭示了样品内部颗粒运动的速率，包括：（ａ）中药糖浆
首先因水分蒸发粘度变大活性降低，然后因为酸败现

象活性升高；（ｂ）酸奶因水分蒸发逐渐形成粉末，过程
中活性连续降低；（ｃ）老酸奶首先表面水分蒸发活性
降低，然后内部分解析出水分活性升高；（ｄ）西红柿和
苹果在碰撞后因机械损伤活性持续降低，十多分钟后

４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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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进入稳定状态。本文中的研究结果有望为食品、

药品行业提供一种新的无损检测工具，通过颗粒运动

速率表征生物样品的特性，应用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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