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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波段全息罗兰光栅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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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罗兰光栅存在的主要像差是像散和弧矢彗差,影响其光通量和光谱分辨率。根据凹面全息光栅的几何像差

理论 ,分析了记录光源点在罗兰圆外所制作的全息罗兰光栅的宽波段像差特性。发现像散和弧矢彗差能够在两个

波长处被同时消除;并且在两波长之间的波段范围内, 像散和弧矢彗差相对传统光栅均得到明显改善。基于此像

差特性提出一种设计宽波段高分辨罗兰光栅的方法, 通过选择适当的使用结构和校正波长, 能够在整个使用波段

有效地校正像散和弧矢彗差。利用这种优化方法设计了工作波段为 160~ 600 nm 的罗兰光栅。光线追迹结果显

示,所设计光栅的光谱分辨率和能量集中度在整个使用波段较传统光栅均有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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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in residual aberrations of Rowland circle mounts are astigmatism and sagittal coma, which

seriously deteriorates the throughput and spectral resolution. An analytic study on the aberration property of a

Rowland circle mount which is recorded with the of-f Rowland recording geometry is presented. It is found that the

astigmatism and sagittal coma can be simultaneously eliminated for two wavelengths, between which the aberrations

are both greatly reduced. The Rowland-circle mounts used for broad-bandspectrographs can be optimized by properly

choosing the using geometry and correction wavelength. A grating working in the wavelength range of 160~ 600 nm

is designed and compared with a conventional grating.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significant reduction of the

astigmatism and improvement of resolution are both achieved over a wide wavelength r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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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光栅是光谱仪器的核心元件, 随着光栅设计理

论的发展和制造水平的提高, 依托于光谱仪器的光

谱分析技术在工业、农业、医药、环境、生物医学等领

域得到了广泛应用
[ 1~ 5]
。目前光栅光谱仪的发展方

向主要有宽波段、高分辨、微型化等几个方面。在高

分辨方面, 罗兰圆结构无疑有着明显的优势。罗兰

圆是指以凹面光栅曲率半径为直径的圆, 在罗兰圆

结构中光源点及其经凹面光栅所成的像点均位于罗

兰圆上,此时所有波长光谱像的离焦和子午彗差均

为零
[ 6, 7]

,因此罗兰圆结构在光谱分析、光通信等领

域有着广泛的应用
[ 8~ 10]

。

传统罗兰圆结构中使用的是平行等间距直刻线

凹面光栅, 它存在很大的像散和弧矢彗差。为了进

一步提高分辨率, 需要对其像差进行校正。最为常

用的像差校正方法是利用激光干涉方法制作全息凹

面光栅,通过调整光栅的记录结构和使用结构能够

对罗兰圆残余的像散和弧矢彗差等像差进行校正。

在对光栅记录结构进行优化设计时,两个相干点光

源可以放置在罗兰圆上[ 11] , 也可以放置在罗兰圆

外[ 12~ 14]。Br ow n等[ 11]研究了记录点光源放置于罗

兰圆上的情况, 指出仅在满足条件 1 m / 0 2 的

情况下像散和弧矢彗差才能在某一校正波长 处被

同时消除,其中 0 为记录光波长。文献[ 13]给出了

一种设计像差校正罗兰光栅的数值优化方法, 但只

能在一定波段内减小像差, 不能消除像差。Churin

等[ 8]和 Grange[ 14]各自给出了相似的优化方法, 能

够在较宽的使用波段内减小像散,但无法校正弧矢

彗差。

已有的报道仅给出在某单一波长处消除像散和

弧矢彗差的方法和在一个较宽波段内减小像散的方

法,而没有给出在宽波段条件下同时校正像散和弧

矢彗差的方法。鉴于此, 本文根据凹面光栅几何像

差理论对罗兰圆结构的像差校正方法进行分析, 发

现当记录点光源在罗兰圆外时, 像散和弧矢彗差能

够在两个波长处被同时消除; 并且,在这两个波长之

间,像散和弧矢彗差均明显减小。基于此像差特性,

提出一种宽波段高分辨全息罗兰光栅的优化设计方

法,通过选择适当的使用结构和校正波长,能够在整

个使用波段有效地校正像散和弧矢彗差。利用此方

法设计一个工作波段为 160~ 600 nm 的全息罗兰

光栅,运用光线追迹方法对其成像质量进行评价并

与传统光栅进行比较。

2 罗兰光栅的像差校正
图 1 为罗兰光栅制作光路与使用光路示意图,

以光栅表面中心点 O为原点建立直角坐标系,以点

O处的光栅表面法线为 x 轴, x-y 平面为子午面即色

散平面,沿光栅刻线方向为 z 轴。图中的圆即是罗兰

圆,其直径即是凹面光栅的曲率半径, 其长度为 R。

入缝中心点 A 位于罗兰圆上, 由 A 点发出的波长为

的光线经光栅衍射后第m 级衍射光聚焦于罗兰圆

上一点B。记录光源点C, D均位于子午面x-y 内, A ,

B, C, D 4点的中心主光线 AO, BO, CO, DO 与 x 轴

夹角分别为 , , , ,其角度的正负根据以下规则确

定:在子午面 x-y 内,当夹角位于 y 轴正方向一侧时

符号为正,当夹角位于 y 轴反方向一侧时符号为负。

令 AO, BO, CO, DO的长度分别为R a , Rb , R c, Rd ,则

A , B, C, D 4点的极坐标分别表示为( R a , ) , ( R b,

) , ( R c, ) , ( Rd , )。点 P ( x , y , z ) 为光栅表面上任

一点,根据文献[ 15] 可知, 光线 APB 的光程函数 F

表示为

F( y , z ) = F00 + F 10 +
1
2
y

2
F 20 +

1
2
z

2
F02 +

1
2
y

3
F30 +

1
2
yz

2
F12 + , (1)

图 1 罗兰光栅制作光路与使用光路示意图

Fig. 1 Schematic diag ram of a Row land circle mount

式中 F 20及其以后的各 F ij 为光栅的像差系数, 其中

F20 为离焦, F02 为像散, F 30为子午彗差, F12 为弧矢

彗差。每一项像差系数都可以表示为

F ij = M ij + (m / 0)H ij , (2)

式中 M ij 与光栅的使用结构参数即 A , B 的坐标有

关, H ij 与全息光栅的制作结构参数即C , D 的坐标

有关, 0 为记录波长。

罗兰光栅在使用时物点 A 与像点 B 均位于罗

兰圆上,即

R a = R cos , Rb = Rco s , (3)

传统罗兰光栅为等间距直刻线, 其像差系数中不包

含全息项 H ij , 其在所有波长处的离焦和子午彗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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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 0, 即F20 = F30 = 0。传统罗兰光栅的残余像差

主要是像散和弧矢彗差, 其像散 M02 和弧矢彗差

M12 分别为

M 02 =
sin

2

R cos
+

sin
2

R cos
, ( 4)

M 12 =
sin3

R
2 cos 2 +

sin3

R
2co s2 . ( 5)

利用全息方法对像散和弧矢彗差进行校正时必须满

足条件 H 20 = H 30 = 0, 以保证子午聚焦条件F20 =

F30 = 0依然成立。对于记录光源不在罗兰圆上的情

况, 满足条件H 20 = H 30 = 0的记录臂长( Rc , Rd ) 与

记录角( , ) 的关系式为 [ 14]

Rc = R
sin cos

2
- sin cos

2

sin ( cos - cos )
, ( 6)

Rd = R
sin cos2

- sin cos 2

sin ( cos - cos )
, ( 7)

式中 0, 0, 。全息罗兰光栅使用结构

参数和制作结构参数的求解方程为

sin + sin c = m c / ,

sin - sin = 0 / ,

F12( , c , , , c ) = 0,

F02( , c , , , c ) = 0,

( 8)

式中 为有效光栅常数, c称为校正波长,即在 c 处

光栅的弧矢彗差 F12 和像散 F02 被同时消除。

3 全息罗兰光栅的宽波段像差特性
方程组( 8)在 3种情况下有解, 1) = c; 2)

0, c= 0; 3) = 0, c 0。下面分别就这 3种情况分

析讨论全息罗兰光栅的宽波段像差特性。

3. 1 = c

当 = c 时校正波长 c 处的像散和弧矢彗差分

别为 0, 即

F02( c ) = 2 sin2

R cos
+

mH 02

0
c = 0, ( 9)

F12( c ) = 2
sin3

R
2 cos 2 +

mH 12

0
c = 0. (10)

对于波长 c 和 = c / 2,光栅方程分别为

2sin =
m c

, (11)

sin + sin ( ) =
m c

2
. (12)

对比( 11) , ( 12)式可知 ( ) = 0,则 = c/ 2处的像

散和弧矢彗差分别为

F02( ) =
sin2

R co s
+

mH 02

0

c

2
, (13)

F12( ) =
sin

3

R
2
co s

2 +
mH 12

0

c

2
. (14)

结合( 9) , ( 10)式可知 F02( ) = 0, F12( ) = 0。也就

是说, 像散和弧矢彗差能够在两个波长, 即 c 和

= c/ 2处被同时消除。

图 2 相同曲率半径、刻线密度、使用结构的传统光栅

( M G)和全息光栅( H G)的像差曲线。( a) = c , ( b)

0, c= 0, ( c) = 0, c 0

Fig. 2 Aberr ations versus waveleng th fo r conventiona l

( M G) and holog raphic ( HG ) gr atings w ith equa l

curv ature r adius, g roo ve density and geomet ry.

( a) = c , ( b) 0, c = 0, ( c) = 0, c 0

图 2( a)为像差校正全息光栅与传统光栅像差

曲线的比 较, 其 中全息 光栅 的刻 线密 度为

1200 gro ove/ mm, 记录光波长 0 = 413. 1 nm ,光谱

级次m= + 1,校正波长 c= 500 nm,入射角 = c=

17. 458 ,记录角分别为 = 25. 903 , = 68. 840 ;传

统光栅的罗兰圆直径、刻线密度、入射角与全息光栅

均相同。从图中可以看出,全息光栅的像散与弧矢

彗差不仅在 c 与 = c/ 2处为 0,且在 c 与 = c/ 2

之间的波长范围内均远小于传统光栅。通过对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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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校正波长 c、刻线密度、光谱级次分别进行计算可

以证明,这一规律具有普遍性,可以用来设计宽波段

高分辨率罗兰光栅。

3. 2 0, c= 0

当 0, c= 0时,校正波长 c 处的像散和弧矢

彗差分别为 0,即

F02( c ) =
sin2

R cos
+

mH 02

0
c = 0, (15)

F12( c ) =
sin3

R
2 cos 2 +

mH 12

0
c = 0. (16)

对校正波长 c ,光栅方程为

sin =
m c

. (17)

当 ( )= 时,光栅方程变为

2sin = m / . (18)

对比( 17) , ( 18)式可知 = 2 c, 对波长 = 2 c 的像

散和弧矢彗差分别为

F02( ) = 2
sin2

R cos
+ 2

mH 02

0
c, (19)

F12( ) = 2 sin
3

R
2
cos

2 + 2
mH 12

0
c . (20)

结合( 15) , ( 16)式可知F 02( ) = 0, F12 ( ) = 0,即像

散和弧矢彗差在两个波长 c 和 = 2 c 处被同时

消除。

图 2( b)为像差校正全息光栅与传统光栅像差

曲线 的比较, 其中 全息光 栅的 刻线 密度 为

1200 g roove/ m m, 0 = 413. 1 nm, m = + 1, c =

250 nm, = 17. 458 , c = 0, = 25. 903 , =

68. 840 。对比图 2( a)与( b)可以看出,两种情况 =

c 与 0, c= 0所得到的结构实际上是相同的, 也

就是说,两种求解条件是等效的。

3. 3 = 0, c 0

与前两种情况不同,当 = 0, c 0时, 像散与

弧矢彗差在 = 0和 c 处被同时消除, 其像差曲线

如图 2( c) 所示。其中全息光栅的刻线密度为

1200 g roove/ m m, 0 = 413. 1 nm , m = + 1, c =

250 nm, = 0, c = 17. 458 , = 25. 903 , =

68. 840 。在 = 0与 c 之间的波长范围,全息光栅

的像差同样远小于传统光栅。

综上所述, 利用两个不在罗兰圆上的点光源制

作消像差罗兰光栅能够在两个波长处同时消除像散

和弧矢彗差,且在这两个波长之间的范围内像散与

弧矢彗差均比传统光栅有明显改善。另外, 优化求

解时所选择的使用结构不同, 得到的像差零点的分

布就不同。

4 结果与讨论
第 3节得到的规律能够用来设计宽波段高分辨

率罗兰光栅, 这里给出一个使用波段为 160 ~

600 nm的罗兰光栅设计实例。将校正波长选为

450 nm, 在 = c 的条件下由( 8)式求得的光栅参数

列于表 1中。利用几何光线追迹方法对光栅进行像

质评价,图 3( a) ~ ( c)分别为入缝处轴上点光源发

出的波长为 160, 380, 600 nm 的光经光栅衍射后在

像面上形成的点列图, 图中全息光栅与传统光栅具

有相同的刻线密度、曲率半径和使用结构。可以看

出,在整个使用波段内,全息光栅所成像的宽度和高

度均比传统光栅有明显减小,说明本文所提出的优

化设计方法是一种有效的宽波段高分辨罗兰光栅设

计方法。

图 3 传统光栅( )与像差校正全息光栅( * )的

点列图对比

Fig. 3 Comparison o f spo t diagr ams fo r conventiona l

g rating ( ) and aber ration reduced ho log raphic

g rating ( * ) w it h equal curv ature radius, g roo ve

densit y and geometr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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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200线罗兰光栅的使用与记录参数

Table 1 M ount ing and reco rding par amet ers for a

1200 gr oove/ mm spher ical g rat ing

Parameter Value

Blank radius R / mm 750

Incidence ang le / ( ) + 15. 664

O rder m + 1

H eight / mm 75

W idt h / mm 75

R c / mm + 1118. 739

Rd / mm + 2444. 598

/ ( ) + 24. 726

/ ( ) + 66. 064

0 / nm 413. 1

W avelength r ange / nm 160~ 600

5 结 论
讨论了记录点光源在罗兰圆外时制得的像差校

正全息罗兰光栅的宽波段像差特性,分析结果发现,

像散与弧矢彗差能够在两个波长处被同时消除, 并

且在这两个波长之间的范围内像散与弧矢彗差均远

远小于相同曲率半径、刻线密度及使用结构的传统

光栅。基于此规律,提出了一种新的设计宽波段高

分辨罗兰光栅的方法, 通过选择适当的校正波长与

使用结构,能够在整个使用波段有效地校正像散和

弧矢彗差。利用此方法设计了一款用于 160 ~

600 nm的罗兰光栅, 光线追迹结果显示, 在整个使

用波段内,设计出的光栅在子午方向与弧矢方向的

成像性能较传统光栅均有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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