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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Ⅳ型凹面全息光栅制作和使用过程中，各参数误差会影响其光谱性能。光栅均方根法优化函数表达式复

杂且不能给出光谱 的 带 宽。由 费 马 原 理 推 导 出 一 种 数 值 处 理 较 为 简 单 且 能 直 接 描 述 光 谱 带 宽 的 光 栅 优 化 函

数———平方和法优化函数，验证了该函数的正确性。采用该函数对Ⅳ型凹面全息光栅使用参数和记录参数在参考

平面内外的误差对光谱性能的影响及补偿做了定量分 析，结 果 表 明，Ⅳ型 凹 面 全 息 光 栅 一 个 使 用 参 数 或 记 录 参 数

在参考平面内的误差可通过分别调节其 他 使 用 参 数 或 记 录 参 数 进 行 补 偿，且 当 记 录 参 数 的 误 差 不 改 变 光 栅 常 数

时，可以通过调节使用参数对其进行补偿；而光栅记录参 数 在 参 考 平 面 外 的 误 差 只 能 通 过 调 节 记 录 参 数 与 参 考 平

面的距离进行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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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凹面光栅 具 有 色 散 和 聚 焦 功 能［１，２］，便 于 仪 器

的小型化、轻量化和便携化。由于在凹面基底上刻

划光栅比较困难，全息技术出现后，研究人员开始利

用全息方法制作凹面光栅［３］，凹面全息光栅的设计

理论和制作 技 术 也 随 着 科 学 技 术 的 发 展 而 日 趋 成

熟［４～９］。目前，人们 已 经 能 制 作 出 性 能 较 高 的 各 种

凹面全息光栅［１０～１５］，其中Ⅳ型凹面全息光栅又被称

为单色仪光 栅［１６］，已 被 广 泛 应 用 于 生 物 化 学、食 品

检验、地质勘探、环境科学和生命科学等分析测试领

域。Ⅳ型凹面全息光栅加上固定的入射狭缝及出射

狭缝就可构成一个完整的分光系统模块，通过旋转

光栅来实现光谱扫描。因此，无论光栅使用时仪器

入、出臂及两者夹角的误差，还是光栅制作时两个点

光源的空间位置误差，都会影响Ⅳ型凹面全息光栅

以及单色仪的光谱性能。在光栅设计、制作和使用

中对这些误差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定量分析，并给

出相应的补偿方法是十分必要的。
通常将Ⅳ型凹面全息光栅制作和使用系统中主

入射光线和主衍射光线以及光栅的法线所确定的平

面称为系统的参考平面［１７］。在实践中发现，以参考

平面为基准面，对凹面全息光栅的参数误差进行分

析较为方便。可将凹面全息光栅的参数误差分为两

类：一类为参考平面内误差；另一类为参考平面外误

差。文献［１８］对平场凹面全息光栅参数在参考平面

内的误差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未谈及其参数在

参考平面外的误差，但从实际制作及使用的角度考

虑，由于光路摆设及仪器装调等原因，这两类误差都

是存在的。Ⅳ型 凹 面 全 息 光 栅 同 样 会 存 在 类 似 问

题，但至今未见相关文献报导。
目前，均方 根 （ＲＭＳ）法［１９］由 于 其 独 特 的 优 点

而被用于各种高精度光谱仪器的设计中，该方法先

求出光栅衍射光像点的坐标值，然后再求出这些坐

标值的均方差，其目标函数要涉及一系列多次非线

性方程的组 合，表 达 式 较 为 复 杂 且 收 敛 速 度 较 慢。
由于对凹面 全 息 光 栅 的 每 个 参 数 误 差 做 补 偿 分 析

时，需对目标函数逐个进行再次优化，用均方根法处

理不够简捷。更重要的是，均方根法的目标函数不

能直接表示光谱的带宽，不便于对光谱性能的分析

讨论。鉴于此，本文从费马原理出发，推导出光栅衍

射光像点与理想像点的偏移量并以此代替均方根法

目标函数中像点坐标值的均方差，给出一种数值处

理简单且物理意义更为明确的表示光谱带宽的光栅

优化函数，称为平方和法优化函数，并证明了该函数

的正确性。以平方和法优化函数为基础，考察了Ⅳ
型凹面全息光栅记录参数和使用参数在参考平面内

外的误差对其光谱性能的影响，并提出了对上述参

数误差进行补偿的方法，旨在指导Ⅳ型凹面全息光

栅的设计、制作和应用。

２　凹面全息光栅平方和法优化函数
凹面全息光栅系统结构如图１所示，直角坐标

系ＸＹＺ的原点Ｏ在光栅基底的顶点，Ｘ轴为光栅基

底的法线，Ｚ轴平行于过点Ｏ的光栅刻槽，ＸＯＹ平面

为光栅系统的参考平面。由点光源Ｃ，Ｄ发出的球面

波在光栅基底表面干涉形成光栅的刻线条纹。点Ｃ
到点Ｏ的距离为ｒＣ，ＣＯ与光栅法线的夹角为γ；点Ｄ
到点Ｏ的距离为ｒＤ，ＤＯ 与光栅法线的夹角为δ。入

缝中心点Ａ０ 发出的光线被光栅顶点Ｏ衍射后与像

平面Σ交于点Ｂ０，入缝上点Ａ发出的光线被光栅基

底表面点Ｐ衍射后与像平面交于点Ｂ。点Ａ０ 到点Ｏ
的距离为ｒＡ，Ａ０Ｏ与光栅法线的夹角为α；点Ｂ０到点

Ｏ的距离为ｒＢ，Ｂ０Ｏ与光栅法线的夹角为β。

图１ 凹面全息光栅系统结构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ｃｏｎｃａｖｅ　ｈｏｌ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ｇｒａｔ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光线ＡＰＢ的光程函数为

Ｆ＝ 〈ＡＰ〉＋〈ＰＢ〉＋ｍｎλ， （１）
式中ｍ为衍射光的级次，ｎ为从光栅顶点Ｏ算起，点

Ｐ所在的刻槽数，λ为衍射光的波长。将各点的坐标

代入（１）式并进行级数展开可得

Ｆ＝ｒＡ＋ｒＢ＋ωＦ１００＋ｌＦ０１１＋１２ω
２　Ｆ２００＋

１
２ｌ

２　Ｆ０２０＋１２ω
３　Ｆ３００＋１２ωｌ

２　Ｆ１２０＋ωｌＦ１１１＋…，（２）

式中ω，ｌ为点Ｐ在Ｙ方向和Ｚ方向的坐标，Ｆｉｊｋ 为光

栅使用参数和记录参数的函数，其具体表达式见文

献［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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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１６］介绍了目前存在的几种光栅优化函数

的优缺点并给出了一种新的光栅优化函数。均方根

法优化函数，该函数可以满足各种高性能光谱仪器

的设计要求，其表达式为

Ｑ＝∑
ｎ

ｉ＝１
ωｉＱ（λｉ）， （３）

Ｑ（λｉ）＝ １
ＷＬＨ∫

Ｈ／２

－Ｈ／２

　∫
Ｌ／２

－Ｌ／２

　∫
Ｗ／２

－Ｗ／２

（Ｙ－Ｙ）２ｄｗｄｌｄｚ＋ μ
ＷＬＨ∫

Ｈ／２

－Ｈ／２

　∫
Ｌ／２

－Ｌ／２

　∫
Ｗ／２

－Ｗ／２

Ｚ２ｄｗｄｌｄｚ＝ｑ２Ｙ（λｉ）＋μ［ｑ
２
Ｚ（λｉ）］，（４）

ｑ２Ｙ（λｉ）＝ｒ２Ｂｓｅｃ２β
１
１２Ｗ

２　ｆ２１００＋ １
３６０
［Ｗ４（２ｆ２２００＋９ｆ１００ｆ３００）＋２Ｌ４　ｆ２０２０＋２　Ｈ４　ｆ２００２］｛ ＋

１
１４４
［２Ｗ２　ｆ１００（Ｌ２　ｆ１２０＋Ｈ２　ｆ１０２）＋Ｌ２　Ｈ２　ｆ２０１１ ｝］， （５）

ｑ２Ｚ（λｉ）＝ｒ２Ｂ １１２
（Ｌ２　ｇ２０１０＋Ｈ２　ｇ２００１）＋１４０Ｌ

４　ｇ０１０ｇ０３０＋ １
１４０Ｗ

２　Ｌ２（ｇ２１１０＋２ｇ０１０ｇ２１０）｛ ＋

１
１４４Ｈ

２［Ｗ２（ｇ２１０１＋２ｇ００１ｇ２０１）＋２Ｌ２（ｇ０１０ｇ０１２＋ｇ００１ｇ０２１ ｝）］， （６）

式中λｉ为衍射光的波长，Ｗ 为光栅的宽度，Ｌ为光栅的高度，Ｈ为仪器入缝的高度，ｆｉｊｋ 和ｇｉｊｋ 均为Ｆｉｊｋ 的多次

非线性组合函数，其表达式较为复杂繁琐，具体可见参考文献［１６］。ｑＹ（λｉ）的物理意义为像平面上所有像点

坐标值在色散方向的均方根，ｑｚ（λｉ）的物理意义为像平面上所有像点坐标值在垂直色散方向的均方根，两者

均用来表示像平面上像点的密集程度，不能直观地表示像平面上光谱的带宽，不便于对光谱性能的分析讨

论。
由费马原理可知，若光栅表面点Ｐ的衍射光聚焦在理想像点处，其坐标ω和ｌ必须同时满足Ｆ／ω＝０

和Ｆ／ｌ＝０。不满足该条件的衍射光线的像点与理想像点会有一定程度的偏移，若像平面的法线与衍射光

的夹角为φ，则该像点与理想像点在色散方向的偏移δｙ和垂直于色散方向的偏移δｚ为

δｙ＝ ｒＢ
ｃｏｓφ

Ｆ
ω
， （７）

δｚ＝ｒＢＦｌ
． （８）

若不考虑入缝的高度，依照（４）式将δｙ和δｚ进行积分并加权求和可得

Ｑ１（λｉ）＝ １ＷＬ∫
Ｗ／２

－Ｗ／２

　∫
Ｌ／２

－Ｌ／２

（δｙ）２ｄｌｄｗ＋ μ
ＷＬ∫

Ｗ／２

－Ｗ／２

　∫
Ｌ／２

－Ｌ／２

（δｚ）２ｄｌｄｗ＝ｑ２（λｉ）＋μ［ｐ
２（λｉ）］， （９）

ｑ２（λｉ）＝ ｒ２Ｂ
ｃｏｓ２φ

９
３２０Ｆ

２
３００Ｗ５　Ｌ＋１１２

１
８Ｆ３００Ｆ１２０Ｌ

３＋（３Ｆ１００Ｆ３００＋Ｆ２２００）［ ］Ｌ　Ｗ３｛ ＋

１
３２０Ｆ

２
１２０ＷＬ５＋１１２

（Ｆ１００Ｆ１２０＋Ｆ２１１１）ＷＬ３＋Ｆ２１００ ｝ＷＬ ， （１０）

ｐ２（λｉ）＝ ｒ２Ｂ
１２ＷＬ

（１
１２Ｆ

２
１２０Ｌ３＋Ｆ２１１１Ｌ）Ｗ３＋Ｆ２０２０ＷＬ［ ］３ ． （１１）

由（１０）和（１１）式可以看出ｑ（λｉ）和ｐ（λｉ）的表达式

只是Ｆｉｊｋ 的非线性组合，比ｑＹ（λｉ）和ｑＺ（λｉ）的表达

式要简单很多。ｑ（λｉ）的物理意义为像平面上所有像

点与理想像点在色散方向的偏移，可以用来表示像

面上光谱的带宽；ｐ（λｉ）的物理意义为像平面上所有

像点与理想像点在垂直于色散方向的偏移，可以用

来表示像平面上光谱的高度。此时，凹面全息光栅

的优化函数为

Ｑ１ ＝∑
ｎ

ｉ＝１
ωｉＱ１（λｉ）． （１２）

　　不妨称（１２）式为光栅的平方和法优化函数。为

了验证该方法的简单性和正确性，下面对该方法和

均方根法的计算速度和优化结果进行比较。已知Ⅳ
型凹面全息光栅的响应波长范围为４００～１０００ｎｍ，
有效使用 面 积 为３２ｍｍ×３２ｍｍ，使 用 光 谱 级 次

ｍ＝＋１，光 栅 常 数ｄ＝１／５００ｍｍ，单 色 仪 入 出 臂

１００５００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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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Ａ＝ｒＢ＝６４ｍｍ，入出臂夹角为１２°。待优化的参数

为：记录点光源Ｃ到光栅顶点的距离ｒＣ，ＣＯ与光栅

法线的夹角γ，记录点光源Ｄ到光栅顶点的距离ｒＤ，

ＤＯ与光栅法线的夹角δ。优化时所用的计算机内存

为１ＧＢ，计算精度为１×１０－８，在相同初值条件下

平方和法得到最优结果的时间为３．６ｓ，而均方根法

为２６．４ｓ。优化后的结果如表１所示，可以看出两

种方法设计的结果相近。对它们进行光线追迹的点

列图如图２所示，可以看出边缘波长处平方和法优

化的光栅彗差比均方根法的稍大一些，其他波长处

两种方法优化的结果较为吻合，这表明平方和法优

化结果正确，能够用于光栅的优化设计。
表１ 均方根法和平方和法的优化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１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ｂｙ　ＲＭＳ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ｎｄ　ｂｙ
ｓｑｕａｒｅ　ｓｕｍ　ｍｅｔｈｏｄ

ｒＣ／ｍｍ γ／（°） ｒＤ／ｍｍ δ／（°）

ＲＭＳ　 ８７．５０　 ３９．３０　 １１９．７８　 ５８．６７
Ｓｑｕａｒｅ　ｓｕｍ　 ８８．１７　 ３９．０１　 １１９．５８　 ５８．２７

图２ 光线追迹点列图，从左到右波长依次为４００，６００，８００和１０００ｎｍ

Ｆｉｇ．２ Ｒａｙ－ｔｒａｃｉｎｇ　ｓｐｏｔ　ｄｉａｇｒａｍｓ　ａｓ　ｗａｖｅｌｅｎｇｔｈｓ　ａｒｅ　４００，６００，８００ａｎｄ　１０００ｎｍ　ｆｒｏｍ　ｌｅｆｔ　ｔｏ　ｒｉｇｈｔ

３　误差分析及补偿
由于凹面全息光栅使用过程和记录过程不能同

时实现，对这两个过程中参数的误差进行分开讨论

较为合适。考虑到单色仪入缝本身有一定的高度，
其中心点略高于或略低于参考平面对光谱性能不会

产生太大影响，所以不必对使用参数与参考平面的

偏离误差进行讨论，只需考察以下三种误差即可：１）

Ⅳ型凹面全息光栅使用参数在参考平面内的误差；

２）Ⅳ型凹面全息光栅记录参 数 在 参 考 平 面 内 的 误

差；３）Ⅳ型凹面全息光栅记录点光源与参考平面的

偏离误差。
光栅的光谱性能主要由光谱带宽ｑ（λｉ）决定，设距

离参数误差为±１ｍｍ，角度参数误差为±０．０１ｒａｄ，以
表１中的均方根法优法参数为例，考察了上述三种误

差对光谱带宽的影响及相应的补偿方法。为了便于表

示，以后的图文中均省略了距离和角度的单位。

３．１　Ⅳ型凹面全息光栅使用参数在参考平面内的

误差

Ⅳ型凹面全息光栅使用参数为单色仪的入臂ｒＡ，

出臂ｒＢ 及入出臂夹角２ｋ。图３给出了上述各参数存

在误差时光谱带宽随波长变化的曲线。可以看出，入
臂和出臂的长度误差对光谱带宽的影响较大而入出

臂夹角２ｋ的误差对光谱带宽的影响较小。入臂（出
臂）的长度减小时所引起的曲线上移大于它增大时所

引起的，且前者的曲线走势与理论曲线走势相同而后

者曲线走势与理论曲线走势相反；但不论２ｋ增加还

是减小，其曲线走势均与理论曲线走势相同。

下面考虑对Ⅳ型凹面全息光栅使用参数误差进

行补偿。由于补偿作用是相互的，所以只需研究以

下几种情况：１）ｒＡ 存在误差，调节２ｋ进行补偿；２）

ｒＡ 存在误差，调节ｒＢ 进行补偿；３）２ｋ存在误差，调

节ｒＢ 进行补偿 。补偿时，以待调节的量为变量，对

（１２）式 进 行 优 化 即 可。补 偿 后 的 光 谱 带 宽 曲 线 如

１００５００５－４



曾　瑾等：　Ⅳ型凹面全息光栅参数误差对光谱性能的影响及补偿

图３ 使用参数的误差对光谱带宽的影响

Ｆｉｇ．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ｕｓｉｎｇ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ｅｒｒｏｒｓ　ｏｎ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ｗｉｄｔｈ

图４所示，与图３对比可以看出：Ⅳ型凹面全息光栅

一个使用参数在参考平面内的误差可以通过调节参

考平面内 的 其 他 使 用 参 数 进 行 补 偿。值 得 注 意 的

是，由于光谱带宽对２ｋ的误差不敏感，当调节２ｋ对

其他使用参数的误差进行补偿时，其改变的幅度较

大。由图４可知：当ｒＡ 减少１时２ｋ需调整为０．３６６
（约为１９．２５°），当ｒＡ 增加１时，２ｋ需调整为０．０１４
（约为０．８０２°），这将会使单色仪的结构发生较大改

变，所以，如果没有必要，尽量不要调节２ｋ对其他参

数的误差进行补偿。

图４ 使用参数之间的相互补偿

Ｆｉｇ．４ Ｍｕｔｕａｌｌｙ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ｓｉｎｇ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３．２　Ⅳ型凹面全息光栅记录参数在参考平面内的

误差

Ⅳ型凹面全息光栅的记录参数为记录点光源Ｃ
到光栅顶点的距离ｒＣ，ＣＯ 与光栅法线的夹角γ，记

录点光源Ｄ到光栅顶点的距离ｒＤ，ＤＯ 与光栅法线

的夹角δ。上述各个参数的误差对 光 谱 带 宽 的 影 响

如图５所示。可以看出：ｒＣ 减小１与δ减小０．０１所对

应的曲线接近且与理论曲线 的 偏 离 较 大；ｒＣ 增 大１
与δ增大０．０１所对应的曲线接近且与理论曲线有两

处相交；其他参数误差所对应的曲线与理论曲线的

偏离较小，说明光谱带宽对这些参数的误差不敏感。

图５ 记录参数的误差对光谱带宽的影响

Ｆｉｇ．５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ｒｅｃｏｒｄｉｎｇ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ｅｒｒｏｒｓ　ｏｎ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ｗｉｄｔｈ

下面考虑对Ⅳ型凹面全息光栅记录参数误差进

行补偿。由于补偿作用是相互的，只需对以下几种

情况进行研究：１）ｒＣ 存在误差，调节γ进行补偿；２）

ｒＣ 存在误差，调节ｒＤ 进行补偿；３）ｒＣ 存在误差，调

节δ进行补偿；４）γ存在误差，调节ｒＤ 进行补偿；５）

γ存在误差，调节δ进行补偿；６）ｒＤ 存在误差，调节δ
进行补偿。由 于 篇 幅 的 限 制，这 里 只 讨 论 参 数 误 差

为正值的情况，以要调节的量为变量对（１２）式进行

优化即可实现补偿作用。补偿后光谱带宽的曲线如

图６所示。可以看出，Ⅳ型凹面全息光栅一个记录

参数在参考平面内的误差可以通过调节其他记录参

数进行补偿。

图６ 记录参数之间的相互补偿

Ｆｉｇ．６ Ｍｕｔｕａｌｌｙ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ｒｄｉｎｇ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对已经制作完成的Ⅳ型凹面全息光栅而言，其

记录参数的误差也可以通过调节其使用参数进行补

偿。由３．１的分析可知，要保持单色仪的结构不发

生太大 变 化，只 能 调 整 单 色 仪 的 入 出 臂ｒＡ 和ｒＢ。
选以下几组有代表性的情况进行分析讨论：１）（ｒＣ＋
１，γ＋０．０１，ｒＤ＋１，δ＋０．０１）；２）（ｒＣ＋１，γ－０．０１，

ｒＤ＋１，δ＋０．０１）；３）（ｒＣ ＋１，γ－０．０１，ｒＤ －１，δ＋
０．０１）；４）（ｒＣ ＋１，γ －０．０１，ｒＤ －１，δ－０．０１）；

１００５００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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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ｒＣ－１，γ－０．０１，ｒＤ－１，δ－０．０１）。以ｒＡ 和ｒＢ 为

变量，对（１２）式进行优化，每种情况的补偿效果 如

图７所示。可以看出，调节ｒＡ 和ｒＢ 对情况２）和３）
引起的光谱展宽的补偿效果不明显，这是由于２）和

３）中，两个记录点光源的入射角度反向变化，使光栅

常数发生较大改变，经计算可知２）和３）中光栅常数

变为１／５３０ｍｍ，而 其 他 情 况 中 光 栅 常 数 仍 然 为

１／５００ｍｍ。

图７ 使用参数对记录参数误差的补偿

Ｆｉｇ．７ Ｕｓｉｎｇ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ｒｅｃｏｒｄｉｎｇ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ｅｒｒｏｒｓ

３．３　Ⅳ型凹面全息光栅记录点光源与参考平面的

偏离误差

设点光 源Ｃ与 参 考 平 面 的 偏 离 误 差 为ｚＣ，点

光源Ｄ与参考平面的偏离误差为ｚＤ，它们对光谱带

宽的影响如图８所示。可以看出，各点光源幅值相

等的正负偏离误差对光谱带宽的影响是相同的，这

是因为整个光学系统是关于参考平面对称的。点光

源Ｃ离光栅顶点较近，其偏离误差对光谱性能的影

响较大。

图８ 记录点光源与参考平面的偏离对光谱带宽的影响

Ｆｉｇ．８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ｒｄ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　ｌｉｇｈｔ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ｄｅｐａｒｔｕｒ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ｐｌａｎｅ　ｏｎ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ｗｉｄｔｈ

下面考虑对点光源与参考面的偏离误差进行补

偿。由于补偿作用是相互的，只需考虑以下几种情

况：１）点光源Ｃ与参考平面存在偏离误差ｚＣ，调节

ｚＤ 进行补偿。２）点光源Ｃ与参考平面存在偏离误差

ｚＣ，调节ｒＣ，γ，ｒＤ 和δ进行补偿；３）点光源Ｄ与参考

平面存在偏离误差ｚＤ，调节ｒＣ，γ，ｒＤ 和δ进行补偿；

４）点光源Ｃ与参考平面存在偏离误差ｚＣ，调节ｒＡ 和

ｒＢ 进行补偿；５）点光源Ｄ与参考平面存在偏离误差

ｚＤ，调节ｒＡ 和ｒＢ 进行补偿。由于系统是关于参考平

面对称的，只需考察点光源的偏离误差为正值的情

况。补偿后的光谱带宽如图９所示。与图８对比可

以看出，情况１）的补偿效果近乎理想，其他情况 的

补偿效果不太明显。由此可知，一个记录点光源与

参考平面的偏离误差只能通过调节另一个记录点光

源与参考平面的距离进行补偿，而不能通过调节参

考平面内的参数对其进行补偿。这说明，Ⅳ型凹面

全息光栅参数在参考平面内的误差与参考平面外的

误差是不相关的。

图９ 对记录点光源与参考平面的偏离引起的

光谱展宽的补偿

Ｆｉｇ．９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ｂｒｏａｄ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ｒｄ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　ｌｉｇｈｔ　ｓｏｕｒｃｅｓ′ｄｅｐａｒｔｕｒ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ｐｌａｎｅ

４　结　　论
为了简单直观地考察Ⅳ型凹面全息光栅各参数

误差对光谱性能的影响及各参数误差的相互补偿作

用，由费马原理推导出光栅衍射光像点与理想像点

在色散方向和垂直于色散方向的偏移量，并借鉴光

栅均方根法优化函数表达形式建立了新的光栅优化

函数———平方和法优化函数。对比验证了该函数的

正确性并以该函数为基准分析了Ⅳ型凹面全息光栅

各参数在参考平面内外的误差对光谱性能的影响及

其补偿。结果表明：Ⅳ型凹面全息光栅一个使用参

数或记录参数在参考平面内的误差可分别通过调节

其他使用参数或记录参数进行补偿；当Ⅳ型凹面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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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光栅记录参数在参考平面内的误差不改变光栅常

数时，可以通过调节使用参数对其进行补偿；Ⅳ型凹

面全息光栅一个记录点光源与参考平面的偏离误差

只能通过调节另一个记录点光源与参考平面的距离

进行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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