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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Ｆｒａｕｎｈｏｆｅｒ衍射理论，建立了六角形相干列阵远场分布的理论模型，采用Ｓｔｒｅｈｌ比和能量集中度作为评价
参数，分析了列阵排列方式、振幅、填充因子对远场分布的影响．并由爬山法相位控制技术和六棱台合束器，构建了
七阵元光纤相干列阵实验系统．在０ ６６填充因子情况下，获得了Ｓｔｒｅｈｌ比为０ ７０、能量集中度为０ ４０七阵元合成
光束，以及获得了能量集中度分别为０ ４５和０ １８的二阵元线阵和四阵元矩形阵合成光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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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将多台激光器进行相干合成输出是目前获得

高功率、高亮度激光输出的主要技术途径．相比于
波长合成，相干合成可同时实现功率和亮度的扩
展．光纤激光器的相干合成技术可分为主动式和被
动式两大类，主动式相干合成需要相位反馈控制电
路，以主振荡放大（ｍａｓｔｅｒ 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ｏｒ ｐｏｗｅｒ ａｍｐｌｉｆｉｅｒ，
简记为ＭＯＰＡ）结构为代表［１，２］；被动式相干合成有
干涉仪合成、自组织合成、自Ｆｏｕｒｉｅｒ腔合成以及倏
逝波耦合合成等表现形式［３］． ＭＯＰＡ式结构的主动
锁相相干合成由于易于实现输出功率和合成路数
的扩展，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

主动式相干合成的理论模型主要有远场
Ｆｒａｕｎｈｏｆｅｒ衍射理论［４］和Ｇａｕｓｓ光束传输理论［５］，但
都集中在一维线阵和二维方阵［６］的理论分析上，对
远场相干特性也大都是研究一维二路［７］或三路线
阵［８］．本文采用远场Ｆｒａｕｎｈｏｆｅｒ衍射理论，推出了二
维六角形列阵的远场分布，并分析了列阵排列方
式、振幅、填充因子及相位差对远场分布的影响．采
用爬山法相位控制技术和六棱台合束器构建了七
阵元光纤相干列阵，由填充因子０ ６６，获得了能量
集中度为０ ４０的远场合成光束．并研究了两阵元一
维线阵和四阵元二维方阵的远场分布，远场能量集

中度分别为０ ４５和０ １８．

２ 相干合成系统的评价方法与相关参数
　 　 目前对相干合成系统的输出光束的评价参数
主要有Ｓｔｒｅｈｌ 比［９］、桶中功率［１０］、光束传输因
子［１１］、能量集中度．其中，Ｓｔｒｅｈｌ比定义为实际相干
合成列阵的远场中心峰值光强与相同总功率、均匀
分布相同孔径时的中心峰值光强的比值．设半径为
Ｒ的圆形激光器列阵Ａ的复振幅分布为ａ^ ｒ，( )θ ＝
ａ ｒ，( )θ ｅｘｐ ｊ ｒ，( )[ ]θ ，该列阵的总功率为

Ｐ ＝ ∫
２π

０ ∫
Ｒ

０
ａ ｒ，( )θ ２ ｒｄｒｄθ． （１）

则相同功率Ｐ、均匀分布相同孔径的激光器列阵Ｂ
的振幅分布为

ａ—＝ １
πＲ２∫

２π

０ ∫
Ｒ

０
ａ ｒ，( )θ ２ ｒｄｒｄ槡 θ． （２）

列阵Ａ和Ｂ的光强分布为
ＩＡ ｒ ＝ ０，( )ｚ

＝ １
λ( )ｚ ２ ∫

２π

０ ∫
Ｒ

０
ａ ｒ，( )θ ｅｘｐ ｊ ｒ，( )[ ]θ ｒｄｒｄθ ２，（３）

ＩＢ ｒ ＝ ０，( )ｚ

＝ １
λ( )ｚ ２

× ∫
２π

０ ∫
Ｒ

０

１
πＲ２∫

２π

０ ∫
Ｒ

０
ａ ｒ，( )θ ２ ｒｄｒｄ槡{ }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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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ρｄρｄφ
２

． （４）
这样，Ｓｔｒｅｈｌ比Ｓ可表示为

Ｓ ＝
ＩＡ ｒ ＝ ０，( )ｚ
ＩＢ ｒ ＝ ０，( )ｚ

＝
∫
２π

０ ∫
Ｒ

０
ａ ｒ，( )θ ｅｘｐ ｊ ｒ，( )[ ]θ ｒｄｒｄθ ２

πＲ２∫
２π

０ ∫
Ｒ

０
ａ ｒ，( )θ ２ ｒｄｒｄθ

． （５）

　 　 另外，定义振幅分布的均值为
ａ^ ｒ，( )θ ＝ １

πＲ２∫
２π

０ ∫
Ｒ

０
ａ^ ｒ，( )θ ｒｄｒｄθ， （６）

均方为
ａ^ ｒ，( )θ ２ ＝ １

πＲ２∫
２π

０ ∫
Ｒ

０
ａ^ ｒ，( )θ ２ ｒｄｒｄθ． （７）

则Ｓｔｒｅｈｌ比也可表示为
Ｓ ＝ ａ^ ｒ，( )θ ２ ／ ａ^ ｒ，( )θ ２ ． （８）

　 　 桶中功率（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ｂｕｃｋｅｔ，简记ＰＩＢ）定义为在
远场给定尺寸的“桶”中围住的激光功率占总功率
的百分比．可表示为

ｒＰＩＢ ＝
∫
ｂ

０
Ｉ（ｒ，ｚ）ｒｄｒ

∫
∞

０
Ｉ（ｒ，ｚ）ｒｄｒ

， （９）

其中Ｉ（ｒ，ｚ）为远场ｚ处的光强分布，ｂ为“桶”的半
径． ０ ≤ ｒＰＩＢ ≤ １，ｒＰＩＢ越大，表征光束质量越好．

光束传输因子（ｂｅａｍ 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简记为
ＢＰＦ）定义为给定远场孔径内所含的光功率与合成
光束的有效近场孔径内总功率的比值．远场孔径定
义为ＡＤＬ ＝ （π ／ ４）（θＤＬ）２，其中θＤＬ ＝ ２ ． ４４λ ／ Ｄ，Ｄ
是合成光束的有效孔径． ＢＰＦ反映了给定尺寸内
（通常是主瓣）所含的能量．

能量集中度定义为远场主瓣所含能量与总能
量之比，表示为

能量集中度＝
Ｅ主瓣
Ｅ总

＝
∫
ω ｃ

－ω ｃ

Ｉ（ｒ，ｚ）ｒｄｒ

∫
＋∞

－∞
Ｉ（ｒ，ｚ）ｒｄｒ

， （１０）

其中，ω ｃ 为远场中心主瓣宽度，主瓣宽度定义为中
心点峰值光强的１ ／ ｅ２ 处两点的光斑直径．

以上四个参数从不同角度对相干合成效果进
行了评价．光束传输因子和桶中功率反映了远场光
束中能量分布的比例，“远场孔径”的理论公式就是
远场主瓣宽度，常用的“桶”也是远场主瓣宽度，两
者都关注于中心主瓣所含能量的百分比，但在实际
相干合成系统中，实际中心主瓣并非理想“远场孔

径”公式计算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在ＭＯＰＡ结构的
相干合成系统中，输出光束仅在远场平面，即透镜
焦平面上才体现相干合成效果，在实验中很难精确
测量出“桶”或“远场孔径”中的功率．而能量集中度
明确指出了“远场中心主瓣”占总能量的比值，通过
对远场光束的ＣＣＤ图样进行灰度处理即可得出主
瓣能量占总能量的比值，在理论分析和实验系统中
均具有可操作性，可以更客观、更科学地评价相干
合成效果． Ｓｔｒｅｈｌ比侧重描述中心点的峰值光强，很
好地反映了整个合成光学系统的像差及相位控制
精度等．因此，本文采用“能量集中度”参数来分析
列阵排列方式和填充因子对远场分布的影响，在分
析振幅和相位的影响时，则采用“Ｓｔｒｅｈｌ比”这个评
价参数．

３ 多阵元相干合成列阵参数对合成效
果的影响分析

３ １ 六角形相干列阵
　 　 六角形光纤列阵排列结构如图１所示．六角形
列阵是最接近于圆形列阵的二维列阵，相比于其他
排列方式列阵，在相同的区域内能容纳最多的阵元
数．图１中的列阵含有Ｎ个阵元，子阵元的光束半
径为ω０，阵元间距为ｄ． 设ｍ为六角形列阵的环
数，ｎ是第ｍ层环上的阵元数．由列阵理论可以得出

图１　 六角形列阵分布图
阵元的坐标ｘｍｎ，ｙ( )

ｍｎ 为
ｘｍｎ ＝ ｍｄｃｏｓ （ｎ － １）２π６[ ]ｍ ，



　 ２４６４　 物　 　 理　 　 学　 　 报 ５９卷

ｙｍｎ ＝ ｍｄｓｉｎ （ｎ － １）２π６[ ]ｍ ． （１１）
阵元数可以表示为

Ｎ ＝ １ ＋
Ｍ

ｍ ＝ １
６ｍ． （１２）

　 　 设各子阵元出射光束的振幅均服从理想Ｇａｕｓｓ
分布，则输出平面的场分布可表示为
Ｕ（ｘ，ｙ）＝

Ｍ

ｍ ＝ ０

６ｍ

ｎ ＝ １
Ａｍｎｅｘｐ －

ｘ２ ＋ ｙ２

ω２０
＋ ｉ( )ｍｎ

× δ ｘ － ｘｍｎ，ｙ － ｙ( )
ｍｎ ， （１３

其中Ａｍｎ 为振幅，ｍｎ 为初始相位，为卷积算符．
由Ｆｒａｕｎｈｏｆｅｒ衍射理论可知，远场场分布可用

输出平面场分布的Ｆｏｕｒｉｅｒ变换表示［４，６，１２］，于是有
Ｉ θｘ，θ( )

ｙ ∝ 
Ｍ

ｍ ＝ ０

６ｍ

ｎ ＝ １
Ａｍｎ

× ｅｘｐ ｊ ｋ ｘｍｎθｘ ＋ ｙｍｎθ( )
ｙ － ｍ[ ]{ }ｎ

２

× ｅｘｐ －
ｋ２ω２０
２ θ２ｘ ＋ θ

２( )[ ]ｙ
， （１４）

由上式可以看出，远场光强分布包含了阵元的振
幅、相位以及列阵的填充因子等信息．因此，（１４）
式可用来分析这些参数对远场分布的影响．本文进
行计算机仿真所用参数为，λ ＝ １０６４ ｎｍ，ω０ ＝
０ ５ ｍｍ．

３ ２ 多阵元列阵排列方式对合成效果的影响
　 　 不同列阵排列方式有不同的远场分布，图２为
三种典型列阵：二阵元一维线阵、四阵元二维矩形
阵和七阵元六角形阵．设各子阵元振幅服从Ｇａｕｓｓ
分布，不考虑填充因子和相位的影响，来分析这三
种列阵的远场分布和能量集中度．

二阵元一维线性列阵的远场分布可以表示为
Ｉ θｘ，θ( )

ｙ ∝ １ ＋ ｅｘｐ － ｉｋｄθ( )
ｘ

２

× ｅｘｐ －
ｋ２ω２０
２ θ２ｘ ＋ θ

２( )[ ]ｙ
， （１５）

四阵元二维矩形阵的远场分布为

图２　 不同排列结构的列阵　 （ａ）二阵元一维线阵，（ｂ）四阵元二维矩形阵，（ｃ）七阵元六角形阵

Ｉ θｘ，θ( )
ｙ ∝ ｅｘｐ ｉｋ ｄｃｏｓ π

３ θｘ
＋ ｄｓｉｎ π

３ θ( )[ ]ｙ

＋ ｅｘｐ ｉｋ － ｄｃｏｓ π
３ θｘ

＋ ｄｓｉｎ π
３ θ( )[ ]ｙ

＋ ｅｘｐ ｉｋ － ｄｃｏｓ π
３ θｘ

－ ｄｓｉｎ π
３ θ( )[ ]ｙ

＋ ｅｘｐ ｉｋ ｄｃｏｓ π
３ θｘ

－ ｄｓｉｎ π
３ θ( )[ ]ｙ

２

× ｅｘｐ －
ｋ２ω２０
２ θ２ｘ ＋ θ

２( )[ ]ｙ
， （１６）

七阵元六角形阵的远场分布为
Ｉ θｘ，θ( )

ｙ ∝ １ ＋
５

ｎ ＝ ０
{ｅｘｐ ｉ [ｋ ｍｄｃｏｓ ｎ ２π( )６ θｘ

＋ ｍｄｓｉｎ ｎ ２π( )６ θ ] }ｙ

２

× ｅｘｐ －
ｋ２ω２０
２ θ２ｘ ＋ θ

２( )[ ]ｙ
． （１７）

　 　 图３给出了上述三种列阵的远场分布，并在图
中标出了远场能量集中度．仿真所选参数为，λ ＝
１０６４ ｎｍ，ω０ ＝ １ ２ ｍｍ，ｄ ＝ ３ ６ ｍｍ．由图中可以看
出，远场旁瓣的分布结构与近场分布结构相同；一
维线阵主瓣所含能量最大，具有最高的能量集中
度；六角形列阵的能量集中度次之．虽然四种列阵
的阵元数略有不同，但是阵元数越多，远场能量集
中度越低，在阵元数最多的情况下，七阵元列阵仍
有较高的远场能量集中度，也因此将六角形列阵作
为本文的主要研究列阵类型．
３ ３ 振幅对合成效果的影响
　 　 对于均匀型振幅分布的六角形列阵，设阵元直
径为２ω０，阵元间距为ｄ，阵元光束的复振幅为常量
Ａ，并且每个子阵元的相位均一致．则振幅的均值为
ａ ｘ，( )ｙ ＝ Ａ ４ω２０ ／ ｄ( )２ ，均方为 ａ ｘ，( )ｙ 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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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三种列阵的远场分布，标示为能量集中度　 （ａ）二阵元线
阵，（ｂ）四阵元矩形阵，（ｃ）七阵元六角形阵

Ａ２ ４ω２０ ／ ｄ( )２ ． 则由（８）式可得出，均匀型振幅分布列
阵的Ｓｔｒｅｈｌ比Ｓ为

Ｓ ＝ ａ ｘ，( )ｙ ２ ／ ａ ｘ，( )ｙ ２ ＝ ４ω２０ ／ ｄ
２，（１８）

（１８）式表明，对于均匀型振幅分布的列阵，远场光
束的Ｓｔｒｅｈｌ比只与近场填充因子有关．

对于正弦型振幅分布的列阵，设阵元光束振幅
分布为半正弦函数，由概率论基础理论可知，正弦
函数的均值为２ ／ π，均方为１ ／ ２，则远场分布的
Ｓｔｒｅｈｌ比为０ ８１，倏逝波耦合的相干合成列阵就是
基于这种耦合原理．

对于Ｇａｕｓｓ型振幅分布的列阵，远场光束的场
分布在３ ２节中已经推导得出，下面分析填充因子
和相位对远场分布的影响．
３ ４ 填充因子对合成效果的影响
　 　 填充因子定义为阵元直径与阵元间距的比值，
即ｆ ＝ ２ω０ ／ ｄ．为了获得尽可能高的远场中心主瓣能
量，相干合成系统的阵元间距要尽可能小，以获得
尽可能高的填充因子．

（１５）—（１７）式给出了二阵元一维线阵、四阵元
二维矩形阵以及七阵元六角形阵的远场分布．以七
阵元六角形列阵为例，分析（１７）式得出远场衍射光
强分布的主极强条纹间距为

Δθｘｍ ＝
２π

ｋｄｃｏｓ π ／( )３
，

Δθｙｍ ＝
２π

ｋｄｓｉｎ π ／( )３
， （１９）

零点位置为

θｘ０ ＝ ｍ
λａｒｃｃｏｓ １

２槡２ －( )１２
πｄ

，

θｙ０ ＝ ｍ槡３λａｒｃｃｏｓ（－ ３ ／ ４）３πｄ
， （２０）

（２０）式表明，远场分布的条纹间距和主瓣宽度只与
阵元数和近场阵元间距有关．也就是说，只要阵元
间距和排列方式一定，仅增加一环阵元数，远场主
瓣和旁瓣的分布结构保持不变，即条纹间距不变，
但主瓣宽度会随着阵元数的增多而减小；阵元间距
增大会使得主瓣宽度和条纹间距减小．总之，随着
填充因子的降低，能量集中度会降低［９］．

图４给出了３种列阵填充因子与能量集中度的
关系曲线，由图中可以看出，能量集中度随着填充
因子的增大平滑上升，近似呈线性关系，将图中３条
曲线分别拟合为

ｙ２ ＝ － １ ０３ｘ
３ ＋ １ ０５ｘ２ ＋ ０ ９５ｘ － ０ ２２，

ｙ４ ＝ － １ １２ｘ
３ ＋ ２ ． ０６ｘ２ － ０ １８ｘ ＋ ０ ０１，（２１）

ｙ７ ＝ － １ ５７ｘ
３ ＋ ２ ． ７４ｘ２ － ０ ３３ｘ ＋ ０ ０３，

其中，ｙ２，ｙ４，ｙ７ 分别表示二阵元、四阵元和七阵元的
能量集中度，ｘ表示填充因子．上式可用来估算不同
填充因子的理论能量集中度．
３ ５ 相位误差的影响
　 　 在相干合成系统中，要求对每个阵元的相对相
位进行精确控制，以使其相位差保持恒定．对于光
纤激光器的相干合成，由于抽运电流以及环境温
度、振动等都会带来相位扰动，功率增大后，相位噪
声还会进一步恶化．因此光纤激光器的相位噪声 ｉｊ
是一个统计随机量，假设其服从均值为零的Ｇａｕｓｓ
统计分布［１３］

ｆ ( )
ｉｊ ＝

１
２槡πσ

ｅｘｐ －
２ｉｊ
２σ２( )



， （２２）

其中σ 表示均方根．则远场分布可表示为［１２］

Ｉ θｘ，θ( )
ｙ {∝ ７（１ － ｅｘｐ（－ σ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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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３种列阵的能量集中度与填充因子的拟合曲线

＋ ｅｘｐ（－ σ２） １ ＋ ２ｃｏｓ ｋｄθ( )
ｘ

＋ ４ｃｏｓ ｋｄ ｃｏｓ π( )３ θｘ ＋ ｓｉｎ π( )３ θ[ ]{ }ｙ }２
× ｅｘｐ － ｋ２ω２０ θ２ｘ ＋ θ

２( )[ ]
ｙ
． （２３）

　 　 图５是七阵元六角形列阵的相位误差与Ｓｔｒｅｈｌ
比的关系曲线．随着阵元之间相位差的增大，Ｓｔｒｅｈｌ
比迅速降低，同时由图中可以看出，为保证Ｓｔｒｅｈｌ比
在０ ８以上，相位差应控制在λ ／ １２以内．

图５　 相位误差与Ｓｔｒｅｈｌ比的关系曲线

４ 实验系统及结果

４ １ 六角形相干列阵实验系统
　 　 七阵元光纤相干列阵的实验系统如图６所示．
主振荡源（ｍａｓｅｒ 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ｏｒ）是二极管抽运的Ｎｄ：
ＹＶＯ４ 单纵模非平面环型激光器（ｎｏｎｐｌａｎａｒ ｒｉｎｇ

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ｏｒ，ＮＰＲＯ），输出激光波长１０６４ ｎｍ，功率１０００
ｍＷ，线宽＜ ５ ｋＨｚ． ＭＯ经过１ × ８的分束器后分为
一路参考光和七路信号光，信号光路是芯径６． ６
μｍ，１０ ｍ长的保偏光纤，每路信号光的输出功率为
１００ ｍＷ．七路信号光经过准直器、铌酸锂相位调制
器后，由一个六棱台合束器，变换为六角形圆形排
列的列阵．参考光准直扩束后分别与七路信号光进
行干涉采样，再用一个六棱台分束器将七束光分别
照射到七个光电探测器上进行相位探测，相位控制
电路反馈控制信号到七路信号光路中的相位调制
器上，从而实现七路信号光的相位锁定．输出光束
经过一个Ｆｏｕｒｉｅｒ透镜后将远场分布成像在焦平面
上，用ＣＣＤ相机对远场图样进行监测．

六棱台合束器基于列阵的六角形排列结构，由
一个中心通孔和六个４５°角、镀有金反射膜的反射
面（Ｒ ＞ ９９． ９％）构成．呈圆周分布的六束光分别以
４５°角入射到六个反射面后，以平行方向出射，中心
光束直接从中心通孔射出．这样，七束不同方向的
光经过该棱台后就变成一束具有一定填充因子的
七阵元平行光束．同理，七束平行光射向六棱台后
将分成七个不同方向的光束．相比于Ｖ 型槽列
阵［１］，六棱台有易于实现精确对准、探测精度高等
优点，而且将不同通孔直径的棱台组合在一起，或
增加圆周反射面，可实现阵元数的扩展．本系统中
准直光束直径为２． ４ ｍｍ，阵元间距为３ ６ ｍｍ，填充
因子达到０ ６６．

相位控制电路采用爬山法控制技术［１４］．首先在
相位调制器上施加三角波调制信号，扫描数个周期
后，得出干涉光强对应的极大值，再由软件设置
９０％的光强为控制点．实时探测光强信号，与控制点
比较得出相应的控制电压反馈给光路的相位调制
器实现闭环控制．这种控制方法相对简单，但每次
实现一次相位校正都需要花费时间自动寻优，系统
的工作频率有限．控制精度决定于阈值选取点，阈
值越小，精度越高，同时自动寻优过程也越长，系统
工作频率又会降低．

需要指出的是，在经费有限的条件下，七阵元
光纤相干列阵中的光纤放大器是用１０ ｍ单模保偏
光纤替代的，在相位变化特性上，两者存在一定的
差别，但大多集中在１０ ｋＨｚ以内［１５］．尽管如此，本
系统所建立的六棱台合束器可获得高达０ ６６的填
充因子，而且整个系统在光路布局和相位控制技术
等方面都与放大器列阵等同，因此对构建光纤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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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七阵元光纤相干列阵原理图

器列阵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４ ２ 实验结果
　 　 图７为爬山法对两路相干合成光束的控制效
果，可以看出，爬山法可以控制ｋＨｚ频率左右的相
位噪声，控制精度达到λ ／ １０．本文设计的爬山法相
　 　 　 　 　

位控制系统的带宽为１０ ｋＨｚ．
由图６的实验装置，获得七阵元六角形阵的远

场图样如图８所示，由灰度值可得出，相干合成的远
场中心光强相比非相干合成提高了４ ９倍，Ｓｔｒｅｈｌ比
为０ ７０．相干合成和非相干合成的总输出功率为
６２０ ｍＷ，合成效率为８９％ ．

图７　 爬山法相位控制效果　 其中横轴和纵轴每一刻度分别为５ ｍｓ和２００ ｍＶ　 （ａ）相位未锁定，（ｂ）相
位锁定



　 ２４６８　 物　 　 理　 　 学　 　 报 ５９卷

图８　 七阵元六角形阵的远场分布　 （ａ）和（ｂ）为非相干合成远场分布，（ｃ）和（ｄ）为相干合成远场分布

图９　 三种列阵的理论和实验远场分布　 （ａ）和（ｄ）为二阵元线阵的理论和实验远场分布，（ｂ）和（ｅ）为四阵元矩形阵的理论和实验远场分
布，（ｃ）和（ｆ）为七阵元六角形阵的理论和实验远场分布

　 　 三种列阵的远场图样如图９所示，对ＣＣＤ图样
进行灰度处理得出，二阵元线阵的能量集中度为
０ ４５，四阵元矩形阵的能量集中度为０ １８，七阵元

六角阵的能量集中度为０ ４０．比较线阵、矩形阵和
六角阵的远场分布可以看出，六角形列阵可以获得
较高的远场能量集中度．这也是本文研究七阵元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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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形列阵的意义所在．
远场能量集中度的实验值与理论值稍有不同，

分析原因有如下几个：合成子阵元之间的输出光束
不可能达到严格的平行光束，而且光纤准直器的输
出光束也有一定的发散角，这些都会使远场中心峰
值光强降低、旁瓣能量增强［１６］，从而使得远场能量集
中度降低；相位控制电路有一定的控制精度，如对七
阵元合成光束远场中心峰值光强只相对于非相干合
成提高了４ ９倍，只是理论值（７倍）的７０％ ．

５ 结　 　 论
　 　 基于Ｆｒａｕｎｈｏｆｅｒ衍射理论，建立了六角形光纤
相干列阵的理论模型，采用Ｓｔｒｅｈｌ比和能量集中度
作为评价参数，分析了排列方式、振幅、填充因子和

相位差对七阵元光纤列阵远场分布的影响．并采用
六棱台作为合束及分束元件和爬山法相位控制技
术，构建了七阵元光纤相干列阵实验系统，获得填
充因子为０ ６６，远场合成光束的Ｓｔｒｅｈｌ比为０ ７０，
能量集中度为０ ４０．并研究了两阵元线阵和四阵元
矩形阵的远场分布，分别获得了０ ４５和０ １８的远
场能量集中度．爬山法相位控制精度达到λ ／ １０．该
七阵元光纤相干列阵具有填充因子高、易于扩展等
优点，爬山法的相位控制技术虽然工作频率提高有
限，但对于小功率、多路数的相干合成系统仍不失
为一种简单有效的控制方法．上述对六角形相干列
阵远场分布的理论分析、可获得高填充因子的六棱
台合束元件以及爬山法的控制效果对构建光纤放
大器相干列阵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下一步将构建
光纤放大器相干列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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