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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盲 紫外折反射全景光学系统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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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折反射全景成像系统的大视场和高噪声屏蔽特性, 研制了一套视场角为 360 ( 45~ 90 ) , 相对孔径为 1 2

的 日盲 紫外折反射全景光学系统,用于紫外目标探测研究。综述了紫外探测技术要素,确定了紫外折反射全景光学系

统设计参数。基于像差理论及紫外光学系统特性,从参数分配、初始结构求解入手, 采用分裂透镜、加齐明镜等方法设计

了光学系统。分析结果表明, 日盲 紫外折反射全景光学系统各视场能量集中度为 80%的弥散圆直径均小于 20 m, 低

于紫外 ICCD 像元尺寸的 30 m,各视场 MTF> 0. 7@ 17 lp/ mm,满足设计指标要求。实验验证了外折反射全景技术用

于电晕探测的可行性,实验图像成像效果良好。

关 键 词: 日盲 紫外; 折反射全景光学系统;光学设计

中图分类号: T N23; TH 703 文献标识码: A doi:10. 3788/ OPE. 20111907. 1503

Design of catadioptric omnidirectional

imaging system in solar blind UV

WANG L-i ping
*
, L i Chun, JIN Chun-shui

( Changchun I nsti tute of Op tics , Fine Mechanics and P hy sics ,

Chinese A cademy of Sciences, Chang chun 130033, China)

* Cor resp onding author , E-mai l : w lp 8121@126. com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catadiopt ric omnidirect ional imaging system in larger fields and

higher noise shielding, the catadioptric omnidirect ional optical system w ith a field of view in 360 horizontal az-

imuth and 45 to 90 elevation and operating in the region of Solar Blind UV was developed to detect UV tar-

gets. The key elements of the UV detection technology were overviewed and the design parameters for the cat-

adiopt ric omnidirectional imaging system in Solar Blind UV( SBUV) were determined. Based on the aberration

theory and characters of UV optical system, the processes of opt ical design including the allocation of parame-

ters, solution of init ial st ructure and the lens split ting were presented. The design results show that the diam-

eter of 80% encicled energy of SBUV panoramic imaging system is 20 m, which is smaller than the pixel size

of ICCD, and the MTF value of the system is higher than 0. 7@ 17lp/ mm over all fields. T hese data satisfy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system. Furthermore, experiments are carried out to verity the feasibility of panoram-

ic imaging in corona detect ion, and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image obtained has good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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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折反射全景成像技术利用折反射光学元件结

合数字图像处理来实时获得完整的全景环形图,

近年来, 该技术在空间目标探测, 机器人导航,安

全监控等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 1-4]。如美国军方

以折反射全景镜头为核心研发了红外多目标探测

跟踪设备[ 5-10] ,从而将折反射全景成像研究拓展

到军事应用领域。目前, 该系统凭借其结构简单、

光能损失低、视场大等优势成为多个领域的研究

热点,尤其在可见光及红外波段目标监测技术中

极受关注
[ 11-12]

。但是, 折反射全景成像技术至今

尚未在紫外波段得到应用。紫外探测技术集中在

240~ 280 nm 紫外波段, 这一波段的太阳辐射被

臭氧层强烈吸收,在近地大气中几乎不存在, 被称

之为 日盲 紫外。在日盲区, 火焰及高压放电电

晕等目标产生的紫外辐射在微弱的辐射背景噪声

下很容易显现出来, 紫外探测技术正是通过探测

这些光谱信号实现对危险目标的监测。

本文在总结紫外全景技术实现的难点及其

对光学系统设计的特殊要求的基础上, 提出了紫

外折反射全景光学系统的设计方法, 研制了用于

探测电晕放电的 日盲 紫外折反射全景系统, 该

系统的研制可为探索紫外全景成像技术,及其在

电晕放电、火险探测等领域的应用提供支持。

2 紫外探测技术要素

2. 1 紫外探测器

紫外探测器件是紫外探测技术实现的基础,

可分为光敏电真空器件、固体器件、组合器件 3种

类型。组合型器件主要包括增强型 CCD( Inten-

sified CCD, ICCD) 和电子轰击 CCD ( Elect ron

Bombarded CCD, EBCCD)。这种紫外探测器能

精确接收紫外辐射, 并对所观测的空域进行成像

探测,具有识别能力强、探测灵敏度高的优点。

ICCD紫外探测器件在微光探测和紫外探测中应

用广泛。

2. 2 日盲紫外带通滤光片

有效屏蔽紫外探测器对 日盲 紫外谱段外太

阳辐射的响应是实现 日盲 紫外谱段目标探测的

前提。 日盲 紫外探测器通常采用所谓 日盲 型

阴极,如铯碲化物或铷碲化物实现屏蔽。但实际

上 日盲 型光电阴极在长波紫外区仍具有较高的

灵敏度,即使采用前面提到的紫外加强型 UVIC-

CD, 在 日盲 区以外仍有较高的光谱响应, 而太

阳光谱在这一波段的辐射强度非常高, 为确保探

测器在日照环境下仍能正常工作, 必须使用带内

高通、带外深度截止的滤光片。

2. 3 紫外光学系统

紫外光学系统是紫外探测技术的核心。目标

探测系统的发展需要全向和实时探测能力,追求

全空域的实时信息获取,这对紫外光学系统提出

了大相对孔径、大视场的要求。但是,紫外光学材

料色散大、折射率低,不利于紫外光学系统的像差

校正。因此,大视场、大相对孔径的紫外光学系统

设计是紫外探测技术的关键。

日盲 紫外折反射全景光学系统采用镀有

日盲 紫外高反膜的反射元件, 在扩大视场的同

时提高系统屏蔽噪声的能力。同时, 反射元件的

引入也带来了严重影响系统成像质量的像差, 必

须通过合理的参数分配及像差平衡来保证光学系

统的质量。

3 日盲 紫外全景光学系统设计指标

紫外折反射全景系统是对目标信号进行能量

探测的系统,系统相对孔径为 1 2; 为实现大范

围目标探测, 系统视场定为 360 ( 45~ 90 )。

日盲 紫外全景光学系统通过引入反射及透射型

干涉滤光片来确保探测器在日照环境下正常工

作。为避免薄膜峰值漂移,紫外带通滤光片上入

射光线角度应控制在 10 以内。紫外探测器选用

阴极尺寸为 20 mm ,最小像元为 30 m 的 ICCD

相机,系统各视场弥散斑直径应小于 30 m。

4 设计过程

日盲 紫外全景系统相对孔径大, 分辨率要

求相对低,因此反射镜组的 F 数是关键参数, 它

决定了反射镜组及中继镜的光学参数分配,并直

接影响系统的结构尺寸及像差校正。这里反射镜

组的 F/ # uv
ref
取值为 3. 3。

4. 1 反射镜组设计

反射镜组由壳型负透镜及凹面、凸面反射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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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如图 1所示,它提供适当的角放大倍率以扩

大视场。设计时主要兼顾系统焦距和结构尺寸的

要求,在各视场光路无遮拦的前提下进行像差校

正。反射镜组没有进行独立校像差设计,而是允

许系统保留一定量的正场曲, 从而有利于整个全

景系统的像差平衡。中继镜是一个大相对孔径,

中等视场的光学系统,对光线会聚作用强烈, 容易

产生负场曲,可以与反射镜组残余的正场曲平衡。

另外,要适当控制正场曲的残余量, 同时, 日盲

紫外全景系统属于大像差系统, 为减少各像差高

级量,应尽量控制初级像差。设计初始结构时,为

避免产生大量的像散、场曲,需使两反射面的曲率

半径近似相等。壳型负透镜减小了主镜光线入射

角度并有助于次镜安装,其引入的场曲和垂轴色

差由中继镜组予以补偿。

图 1 反射镜组

F ig . 1 Layout of pano ramic shell

4. 2 中继镜组设计

透射式中继镜的作用是将反射镜组所成的虚

像以适当倍率成像到光电阴极上。设计中要保证

光瞳匹配,并将光学系统像差校正到一定状态以

便与反射镜组像差相互平衡。根据参数分配,中

继镜 F/ # 为 1. 1,半视场角为 10. 8

4. 2. 1 初始结构求解

中继镜应校正初级球差、彗差、轴像色差和垂

轴色差,并产生一定量的与反射镜组反号的初级

像散及场曲,以此来实现像差补偿,与反射镜组拼

接后再近一步平衡系统像差。满足上述要求的最

简单光学系统需 3片透镜,能提供 8个自由度,分

别是 3个光焦度、3个弯曲及 2个透镜间隔。

首先求解能够满足光学系统总光焦度、场曲

及色差要求的透镜光焦度和间隔, 再通过透镜弯

曲校正球差、彗差及像散。本文采用 2组分离的

正透镜实现光线会聚, 并在前组正透镜后加入一

个负透镜以平衡场曲。由于较小的反射镜组出瞳

距导致中继镜入瞳距较小,在初始结构求解中假

设光阑位于负透镜上, 求解及优化后得到的结构

如图 2所示。系统的 F/ # 值为 2. 9, 而球差是阻

止相对孔径增大的主要因素。减小球差的主要方

法有是利用初级像差与高级像差平衡, 或者分离

光焦度即分裂透镜。

图 2 F/ # 为 2. 9 的中继镜

F ig . 2 Relay lens with F/ # of 2. 9

4. 2. 2 复杂化设计

( 1)加入齐明透镜

将原透镜 1分为光焦度比为 2 1的两个正

透镜,如图 3所示。新增的透镜 2 的第一个面为

第三类齐明点,第二个面为第二类齐明点,加入齐

明镜后各透镜光焦度将减小, 系统球差初级量和

高级量都明显减小, F/ # 提高至 2. 2。

图 3 F/ # 为 2. 2 的中继镜

F ig . 3 Relay lens with F/ # of 2. 2

( 2)分裂正透镜

要想提高系统相对孔径必须进一步校正系统

的球差、场曲及沿轴色差。校正像差的方法只有

继续分裂透镜,所依据的薄透镜系统初级像差系

数公式[ 13]为

S IV = J
2

n

C I = h
2

v

C = hh p
v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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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S IV为初级场曲系数, C I 为初级位置色差

系数, C 为初级倍率色差系数, J 为拉氏不变

量, 为光焦度, n为折射率, v 为阿贝数, h 为光

线高度, hp 为主光线高度。

初级场曲, 沿轴色差和垂轴色差的校正主要

依赖于透镜正负光焦度匹配, 而初级球差的校正

也需借助光焦度分配。因此将正透镜 1 分裂为

负透镜 1 和正透镜 2 以减小像差, 如图 4所示。

当正负透镜组合光焦度相等时, 正负透镜的排列

顺序对系统像差校正有影响。当负透镜 1 在前

时,组合主面在负透镜 1 之前, 前片轴外主光线

高度较低,组合透镜前片口径小,轴外视场的高级

像散和高级彗差也可以降低。

中继镜后组中要加入诱导透射滤光片实现带

外深度截止,入射到滤光片上的光线角度要严格

限制在 10之内。选用负正型组合有利于控制

滤光片入射角, 由于减小了后续镜组视场角, 系统

的像散和场曲降低,像面照度得到提高。分裂透

镜后,对系统重新优化, 系统相对孔径提高到

1/ 1. 8。

图 4. F/ # 为 1. 8的中继镜

F ig . 4 Relay lens wit h F/ # of 1. 8

( 3)分裂负透镜

正透镜分裂后系统光焦度重新分配, 前组光

焦度降低,后组光焦度相应增大,使得后组高级像

差增大。随着相对孔径提高到 1/ 1. 1, 系统球差

和轴向色差也明显加大, 且球差、场曲及轴向色差

都为负值,该结果是由系统对光线会聚能力强、正

光焦度较大造成的。

另外,中继镜结构紧凑, 透镜间不宜分离过

远。虽然前组光线高度略大, 但后组已承担部分

光焦度,受系统入瞳距限制,前组不适合再引入负

光焦度,因此,系统场曲的校正比较困难。

在总光焦度及系统结构基本不变的条件下,

轴向色差的校正要依靠正负透镜并使用色散差值

大的光学材料。 日盲 紫外全景中继镜受到光学

材料限制负透镜只能选融石英, 而正透镜选用氟

化钙。这两种材料色散差值小, 但在短波区色散

大,这两个因素制约了系统的色差校正。比较而

言,中继镜的球差校正相对容易,继续进行透镜分

裂就可实现。为兼顾场曲、色差的校正,对后组复

杂化,即将负透镜分成负、正、负 3个透镜。

图 5 F/ # 值为 1. 1 的中继镜

F ig . 5 Relay lens with F/ # of 1. 1

负透镜分裂后, 系统光焦度重新调整,各透镜

光焦度下降, 像差高级量减小。由于产生正球差

的透镜表面增加,单面负担的球差量减小,从而避

免了大像差补偿。将负透镜分成负、正、负型除为

了校正球差外还有两个原因: 其一有利于对系统

分组进行色差校正, 新结构将系统分成了能够分

别校色差的 3组, 如图 5 所示: 透镜 1 与透镜 2,

透镜 3、4、5以及透镜 6和 7。3组透镜独立校正

轴向色差,垂轴色差便可自动校正。其二是为了

控制光线角度,以满足所有光线的入射角都控制

在 10 以内的滤光片要求。分析比较表明, 负、

正、负型是最利入射角控制的结构型式,优化后的

系统像差都已控制在允许值之内, 并留有一定量

的场曲、像散与反射镜组平衡。

4. 3 像差平衡

中继镜与反射镜组连接后,进行像差平衡,得

到了如图 6所示的 日盲 紫外折反射全景系统。

此系统最严重的像差是场曲和轴向色差,其主要

图 6 日盲紫外折反射全景光学系统

Fig . 6 Layout of catadioptric omnidirectional opt ical sys-

tem in SBU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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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于中继镜。另外,负场曲的残余量也很大,但

为了避免大像差补偿,这里放松公差要求,同时注

意设计反射镜组时不能保留过多的正场曲。系统

场曲大的另一个原因是系统场曲与视场高级球差

之间相互平衡。反射镜组产生的像散也是系统像

差的主要原因, 可通过将反射镜非球面化进行消

除[ 14]。

5 设计结果

根据上述方法, 设计了可用于电晕探测装置

的 日盲 紫外折反射全景系统, 其适用波段为

245~ 285 nm ,视场为360 ( 45~ 90 ) ,相对孔径

为 1: 2。 日盲 紫外折反射全景系统是对目标信

号进行能量探测的系统,能量集中度是评价系统

成像质量的关键指标。如图 7所示, 各视场能量

集中度为 80%的弥散圆直径< 20 m, 其值小于

紫外 ICCD像元尺寸 30 m, 同时各视场 MTF@

17lp/ mm> 0. 7,如图 8所示。系统利用光阑像差

及桶形畸变提高像面照度均匀性, 像面照度均匀

性> 99. 8%。目前,如图 9 所示的 日盲 紫外折

反射全景电晕探测装置已研制完成并进入实验阶

段。图 10和图 11分别为碘钨灯在可见及紫外全

景相机中所成的像, 可见光全景成像系统的视场

及焦距均与紫外全景系统一致 [ 15] ,双谱段图像融

合正在进行中。

图 7 紫外折反射全景系统点列图

F ig . 7 Spot diag ram of catadioptric omnidir ec-

t ional optical system in SBU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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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碘钨灯在可见光全景相机中所成像

Fig . 11 Image of tung st en iodine lamp taken by a

visible panor amic camera

6 结 论

本文将折反射全景成像技术应用于紫外目标

探测研究,提出了紫外折反射全景光学系统的设

计方法,并总结了紫外探测技术要素,确定了紫外

折反射全景系统光学设计参数。在分析紫外折反

射全景系统像差特性的基础上, 研究了全景光学

系统设计过程及系统像差平衡。研制了视场为

360 ( 45~ 90 ) ,相对孔径为 1 2,各视场能量

集中度为 80%,弥散圆直径< 20 m 的 日盲 紫

外全景电晕探测系统, 并进行了初步实验。实验

结果证实了全景技术应用于紫外目标探测的可行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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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预告

宽谱段改进的车尔尼-特纳光谱成像系统设计

薛庆生

( 中国科学院 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 吉林 长春 130033)

为了满足宽谱段高光谱成像仪的要求,克服传统的车尔尼- 特纳光谱仪像散较大的缺点,基于像差

理论,提出了一种改进的车尔尼- 特纳光谱成像系统, 平面光栅处于发散光中,利用平面光栅产生的像

散来补偿物镜产生的像散,并且推导出了宽谱像散同时校正条件,实现了宽谱像散同时校正。具体分析

了像差校正的原理和方法,编制了初始结构快速计算程序.作为实例,设计了一个谱段范围为 540~ 780

nm 的宽谱段像散同时校正的车尔尼- 特纳光谱成系统, 利用光学设计软件 ZEMAX- EE 对该光谱成

像系统进行了光线追迹和优化设计,并对设计结果进行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在整个工作波段( 540~ 780

nm )内, 全视场调制传递函数均达到 0. 52以上, 实现了宽谱段像散同时校正, 在宽谱段内同时获得了良

好的成像质量, 满足设计指标要求,也表明所提出的改进方法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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