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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积分球开口光谱辐射特性测量的复杂性及紫外波段标准光源不确定度大的缺点, 构建了一种基于紫外

标准探测器的高精度绝对辐亮度计。用所构建的绝对辐亮度计,以 3个波长为例, 标定积分球开口光谱辐亮度, 修

正了 250~ 400 nm 波段积分球开口光谱辐亮度曲线。同时, 利用该绝对辐亮度计对积分球输出稳定性、积分球开

口均匀性以及朗伯余弦特性进行了全面测试。积分球开口 3 个波长 280, 313 和 352 nm 处光谱辐亮度定标合成标

准不确定度分别为 3. 2% , 3. 0%和 3. 0% ,积分球输出稳定性、开口均匀性以及朗伯余弦特性 3 个波长处合成标准

不确定度分别为 1. 7% , 1. 6%和 1. 6%。不确定度分析表明用绝对辐亮度计研究积分球光谱辐射特性与传统的积

分球光谱辐射特性研究相比方便可行且精度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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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high precision absolute radiance radiometer based on the ultroviolet ( UV) standard detector is made up

according to the complexity of the normal measurement of the spectral radiometr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tegrating

sphere and the disadvantage of the huge uncertainty of the standard lamp in UV band. Calibration in three

wavelengths is done so as to correct the curve of the aperture s spectral radiance of the integrating sphere in 250~

400 nm bands. Also the stability of the output, the uniformity of the aperture and the Lambert s cosine characteristic

of the integrating sphere are measured. The combinedstandard uncertainty in 280, 313 and352 nm is 3. 2% , 3. 0%

and 3. 0% for the spectral radiance calibration and 1. 7% , 1. 6% and 1. 6% for the stability of the output、the

uniformity of the aperture and the Lambert s cosine characteristic of the integrating sphere. Uncertainty analysis

shows that research based on the absolute radiance radiometer is convenient, feasibility and has a higher precision in

contrast to the traditional research of spectral radianc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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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近十几年来, 随着空间遥感仪器对地观测研究

的不断深入及遥感仪器精度的不断提高, 积分球尤

其是大口径积分球,作为仪器在地面定标的辐射源

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 NASA)的 Heath 等[ 1]十几年前就已经采用内部照

明的积分球作为 SBUV-2仪器的光谱辐亮度响应

度定标光源,并且得到了较理想的结果。评价积分

球辐射源的技术指标主要有输出稳定性、绝对光谱

辐亮度、开口均匀性和朗伯余弦特性以及输出线性

等。但是积分球本身并不具有绝对的标准辐射值,

作为遥感仪器辐射定标的亮度源,其光谱辐亮度值

要通过其他标准传递而来, 对于积分球的输出稳定

性、开口均匀性等其他特性则需要通过另外的仪器

来检测
[ 2]
。

目前,国际上通用的是按照 McLean 等 [ 3] 提出

并由Walker 等[ 4] 改进的方法 通过朗伯体和光

谱辐射计构成新的组合辐射计, 将标准灯的光谱辐

照度传递给积分球开口的光谱辐亮度。为保证精

度,积分球半径、积分球开口面与组合辐射计的距

离、组合辐射计有效视场的等效半径必须满足一定

的条件
[ 3~ 5]
。尽管如此, 由于紫外波段标准灯本身

不确定度较大, 积分球紫外波段光谱辐亮度也不可

避免地具有较低的精度。鉴于此,本文利用高精度

紫外光谱仪和石英漫透射板构成紫外组合辐射计,

将 250 ~ 400 nm 波段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

( NIST)标定的标准石英卤钨灯光谱辐照度传递给

Spher eopt ics公司 TX-20Z-U V积分球,以不确定度

更小的 NIST 紫外标准探测器为基础构建了一台绝

对辐亮度计,在 3个波长处对积分球光谱辐亮度进

行高精度的标定, 并修正前面传递的积分球 250~

400 nm 波段光谱辐亮度。同时,用所构建的绝对辐

亮度计对积分球其他特性进行全面系统的测试。根

据 Heath [ 6]对类似积分球系统的研究表明, 由氙灯

照明的 Zenith材料积分球用于紫外波段亮度定标

不仅可行而且是更佳的选择, 因此本文对 TX-20Z-

UV 积分球辐射特性的研究都只针对其氙灯光源而

言[ 7]。

2 绝对辐亮度计的原理及构建
绝对辐亮度计是基于绝对光谱辐通量、辐照度

或辐亮度响应度中任意一种已知的标准探测器和窄

带滤光片,通过测量已知固定不变立体角内的光谱

辐射通量,继而反推出该立体角所对应均匀面光源

的辐亮度。

辐亮度计分成像式和遮光筒式两类, 遮光筒式

辐亮度计结构简单,无任何光学元件,无需考虑成像

系统透射率和像差等因素引起的误差。图 1中所用

探测器为 NIST 紫外标准探测器 I677, 遮光筒内加

3块抑制杂光的档板,探测器前加入滤光片轮,放入

中心波长为 280, 313, 352 nm 的3块紫外滤光片,带

宽分别为 15, 10和 10 nm,探测器上的点 P 与前开

口所张平面角为 2 ,对应的立体角 为

= 2 ( 1- cos ) . (1)

图 1 绝对辐亮度计结构图

Fig. 1 Structure of the abso lute radiance radiometer

当 2 L + d且 L + d时, (1) 式对受光面的

任何点都成立,因而认为(1) 式即为该辐亮度计的立

体角。NIST 紫外标准探测器直径 = 10 mm,遮光筒

长度 L = 190 mm,滤光片轮厚度d = 11. 6 mm,前开

口光阑直径 2a = 10. 84 mm,视场角2 = 3. 078 ,对

应立体角由(1) 式求得为 = 2. 267 10- 3 sr。

图 2 绝对辐亮度计标定积分球原理图

F ig. 2 Schematic diag ram o f the int eg r ating spher e

calibrated by the abso lute radiance r adiometer

3 绝对辐亮度计标定积分球
绝对辐亮度计标定积分球原理如图 2所示,探

测器处(滤光片后)、滤光片前、前开口处以及积分球

开口处的通量、亮度及面积分别以图中字母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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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光片透射率为 T,探测器与前开口距离为 L + d,

探测器输出信号电流为 I , 探测器标准通量响应度

为 R 。

元光管内光亮度传播特性可表示为

B2( ) = B1 ( ) , ( 2)

B1( ) = B j ( ) , ( 3)

而

B3 ( ) = B2( ) T ( ) . ( 4)

探测器接收的光通量为

3( ) = B3( ) S 3 , ( 5)

同时探测器输出信号电流为

I ( ) = R ( ) 3( ) , ( 6)

辐射计立体角为

=
S 2

( L + d)
2 . ( 7)

由( 2) ~ ( 7)式求得实测电流与各已知量及待测

积分球开口光谱辐亮度的关系为

I( ) = R ( ) B j ( ) T( )
S3S2

( L + d)
2 . ( 8)

由于滤光片具有一定带宽, 实测电流信号将是

整个带宽内所有波长( 1~ 2 )贡献的总和为

I =

2

1

R ( )B j ( ) T ( )
S3S 2

( L + d)
2d . ( 9)

滤光片有效带宽较小, 且有效带宽内积分球开

口的光谱辐亮度没有剧烈的起伏,可以认为该带宽

内积分球开口的光谱辐亮度

I = B j
S 3S 2

( L + d)
2

2

1

R ( ) T ( )d (10)

不变。( 10)式所求得的 B j 为对应滤光片中心波长

处的积分球开口光谱辐亮度。

3. 1 积分球输出稳定性

积分球输出稳定性是其作为标准亮度源的首要

条件。用图 1所示的绝对辐亮度计同等条件下不等

间隔地监测积分球 3 个波长处的光谱辐亮度值, 结

果如图 3和图 4所示。

由图 3积分球短期稳定性可看出, 积分球点亮

1 h 之内波动为 2%, 随后趋于稳定, 稳定性在

0. 5%以内,持续开启 7 h 左右, 部分波段衰减已达

0. 5% ,因此,为确保短期内积分球信号稳定性,应尽

量在积分球开启 1~ 7 h之内进行实验。另一方面,

由于积分球长期稳定性监测是一个经年累月的过

程,一般是每月或每工作 100 h 监测一次, 经过大量

的数据积累后才能看出其长期变化趋势。作为一个

图 3 积分球的短期稳定性

F ig. 3 Shor t- term stability o f the integr ating spher e

图 4 积分球的长期稳定性(参考)

F ig . 4 Long- term stability of the integr ating

sphere ( demonstration)

参考,图 4画出了某几天内的监测情况。从图 4可

以看出,积分球亮度不同天之间存在 0. 2% ~ 1. 5%

的显著变化,这主要跟供电电源的相对不稳定性以

及积分球内表面的污染性有关[ 8~ 11] 。因此,为减小

积分球长期稳定性的影响, 积分球需要定期进行

标定。

3. 2 积分球开口光谱辐亮度

图 5 积分球开口光谱辐亮度传递过程

F ig . 5 T ransfer procedure of aperture s spectr al

radiance of the integr ating sphere

利用 FY-3号紫外臭氧垂直探测仪和石英漫透

射板构成的紫外组合辐射计将标准灯光谱辐照度传

递给积分球开口光谱辐亮度的过程如图 5 所

示[ 1 2~ 14]。石英漫透射板紧贴在臭氧垂直探测仪开

口光阑前面,臭氧垂直探测仪有效视场在石英漫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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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板上的投影为长 33 mm、宽 19. 1 mm 的矩形, 其

等效面积圆的半径 r2 = 14. 16 mm,积分球半径 r1 =

101. 6 mm,积分球开口面与紫外组合辐射计有效视

场距离 d= 1800 mm ,根据Walker 等 [ 4]的计算此时

利用积分球某一距离处的照度推导积分球开口亮度

近似公式的误差可以忽略不计。

按图 2所示将组合紫外辐射计换成绝对辐亮度

计,标定积分球 3个波长处开口绝对光谱辐亮度, 并

修正上述源自标准灯的光谱辐亮度。图 6 即为

250~ 400 nm 波段紫外组合辐射计及 3个波长处绝

对辐亮度计标定的积分球开口光谱辐亮度及修正

曲线。

图 6 积分球开口光谱辐亮度

F ig. 6 Aper ture s spectra l radiance of the

integr ating sphere

3. 3 积分球开口均匀性

积分球作为辐射标准光源是因为它能提供近似

朗伯辐射体的大面积均匀亮度源, 因此,积分球开口

均匀性是其一非常重要的指标 [ 15~ 17]。将绝对辐亮

度计固定在二维调节架上, 为减小来自绝对辐亮度

计前表面反射的光进入积分球从而改变积分球开口

的实际输出,按图 2所示调节距离,结合绝对辐亮度

计尺寸及立体角算出此时绝对辐亮度计有效视场在

积分球开口面上的投影为直径 = 2. 7 cm 的圆。基

于信噪比考虑选择 352 nm , 在积分球开口上 25 个

位置测试其相对亮度。

图7即为实测积分球开口均匀性, TX-20Z-UV

积分球系统整个开口的均匀性为- 1. 1% ~ + 1. 3%。

从图7中可明显看出积分球开口右边比左边亮, 下边

比上边亮,经分析主要是由于积分球氙灯光源从开口

左下角往右下角入射,右下角比左上角经历的漫反射

次数少的缘故。

3. 4 积分球朗伯余弦特性

朗伯辐射体的另一重要特性就是余弦特性

朗伯辐射体各方向的光亮度均相同 [ 15~ 17]。实验室

图 7 积分球 352 nm 开口均匀性

Fig . 7 Apert ur e s unifo rmity at 352 nm of the

integ rat ing spher e

积分球常用的角度范围一般很窄, 且考虑到实验的

可行性,只考察 30 内水平垂直两方向积分球开口

辐亮度的相对变化, 其中绝对辐亮度计视场中心始

终观测积分球开口中心区域且两者距离尽量保持不

变。积分球 352 nm 处辐亮度余弦特性如图 8所示,

30 内余弦特性影响为- 0. 4%~ + 0. 5%。

图 8 积分球开口 352 nm 朗伯余弦特性

Fig . 8 Lambert s cosine characterist ic at 352 nm of the

integ rat ing spher e

4 不确定度分析
绝对辐亮度计用于积分球开口辐射特性检测

时,不确定度来源主要有积分球电源的稳定性、绝对

辐亮度计的不确定度和杂散光三个方面, 而绝对辐

亮度计的不确定度又包括: NIST 紫外标准探测器

不确定度、滤光片引入的不确定度、立体角计算不确

定度以及测试过程中探测器的温度变化特性等。

积分球电源的稳定性为 0. 5% ;

由 NIST 紫外标准探测器自身携带的标准数据

知 3 个波长处标准不确定度依次为: 0. 55%,

0. 50% , 0. 28%;

Lambda 950 测量滤光片透射率重复性为

0. 2%, 此外, 由标准探测器推导辐亮度计的标准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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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时,实际滤光片为非理想窄带滤光片,将各滤光片

透射率测量值导入 Origin软件求积分, 得出中心波

长透射率分别为: 0. 267, 0. 637, 0. 521,透射率曲线

积分分别为: 4, 6. 367, 5. 207。这样因滤光片中心波

长透射率与等效带宽乘积代替实际各波长透射率曲

线积分引入的不确定度分别为: 0. 5%, 0. 3% 和

0. 3% ;

由图 1及( 1)式可知标准辐亮度计因滤光片(厚

3. 2 mm ) 材料折射率 1. 458 及游标卡尺 ( 精度

0. 02 mm)测量距离 L + d 引起的立体角计算不确

定度约 0. 75%;

NIST 紫外标准探测器标定温度为 ( 23. 3

0. 5) , 实验室中用温度计对实验室环境温度进行

监测为( 24. 6 0. 3) ,由标准探测器温度响应曲线

知该不一致性引起不确定度为 0. 015%;

由于辐亮度计标准探测器位于内部发黑处理的

辐亮度计外壳中,遮光筒与滤光片轮系统及探测器

均紧密相连, 紫外波段杂散光对辐亮度计影响约

0. 1%。

表 1 绝对辐亮度计检测积分球开口辐射特性的

不确定度分量

Table 1 Uncertainties of radiated character istic of the

integr ating sphere calibr ated by the abso lute

radiance radiometer

Uncer tainty sour ces 280 nm 313 nm 352 nm

Stabilit y of the source / % 0. 5

N IST UV standard

detector / %
0. 55 0. 5 0. 28

Measur ement r epeatability

of Lambda 950 /%
0. 2

Approx imate bandwidth / % 0. 5 0. 3 0. 3

Solid ang le / % 0. 75

T emperatur e variety

of detector / %
0. 015

Str ay light / % 0. 1

Combined st andard

uncer tainty / %
1. 2 1. 1 1. 1

表 1即为绝对辐亮度计单次测量积分球开口辐

射特性的不确定度来源和大小,积分球输出稳定性、

开口亮度均匀性和朗伯余弦特性三种特性测的都是

亮度的相对大小且单次测量之间不相关, 根据不确

定度合成原理, 总的合成标准不确定度为单次测量

不确定度的 2倍, 即 3 个波长处分别为 1. 7% ,

1. 6%和 1. 6%。积分球开口光谱辐亮度是单次测

量,考虑到该测量数据是为提供遥感仪器在实验室

定标下的标准光谱辐亮度, 而遥感仪器定标时观测

的积分球开口位置、方向以及时间都与绝对辐亮度

计单次测量积分球开口光谱辐亮度时不同, 因此 3

个波长处的合成标准不确定度都必须考虑积分球输

出稳定性、开口亮度均匀性和朗伯余弦特性各自的

不确定度大小,这样,用绝对辐亮度计标定积分球开

口光谱辐亮度的总的合成标准不确定度分别为

3. 2%, 3. 0%和 3. 0%。

实验室中对积分球开口辐亮度的标定主要是通

过光谱辐射计和朗伯体构成的组合辐射计从标准灯

光谱辐照度传递而来, 尽管使用的光谱仪器和朗伯

体各不相同,其结果却都受标准灯不确定度的影响。

而积分球的输出稳定性、均匀性等特性则需要通过

其他仪器来检测, 整个过程既不方便,精度也低。

5 结 论
基于 NIST 紫外标准探测器构建的绝对辐亮度

计,通过选取 3个波长定标并结合氙灯的相对光谱

分布不仅给出了更高精度的积分球开口光谱辐亮度

分布,而且非常方便地检测了积分球的其他辐射特

性。积分球输出稳定性、开口亮度均匀性和朗伯余

弦特性三种特性总的合成标准不确定度在 3个波长

处分别为 1. 7% , 1. 6%和 1. 6% ,积分球开口光谱辐

亮度 3 个波长处总的合成标准不确定度分别为

3. 2%, 3. 0%和 3. 0%。从不确定度分析表中可以

看出绝对辐亮度计滤光片以及立体角是影响测量结

果不确定度的主要因素。因此后续的测量应有针对

性地选择更接近理想的窄带滤光片以及精确计算辐

亮度计的立体角, 进一步提高该方法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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