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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折反射式连续变焦系统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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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长焦距、折反射式连续变焦望远系统的设计, 提出了一种新的光学结构形式。该结构形式将可变光阑

放置于球面主反射镜附近,避免了在变焦部分中使用浮动的可变光阑;然后利用二次成像结构和场镜减小变焦组

元的径向尺寸,系统变焦部分仅包含变倍组与补偿组, 无需前固定组与后固定组, 同时无需使用特种光学材料校正

二级光谱, 极大降低了系统变焦部分的复杂程度。利用该光学结构形式对一台焦距 600~ 3000 mm、最大口径

300 mm、工作在可见光波段的变焦望远系统进行优化设计, 该系统在 60 lp/ mm 的调制传递函数( MTF )设计值在

所有焦距和视场内均大于 0. 3。设计结果表明该系统像质良好、制造成本低,适用于工作在可见光波段的长焦距、

变焦成像光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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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new lens designed for the long focal length, catadioptric zoom telescope is presented. By setting the

variable diaphragm near the primary mirror, there is no necessity to use a floating variable diaphragm in the zoom

part. Then using the re-imaging form and field lens, the zoom part only contains variator and compensator, without

focus unit and primelens as usual and there is no unusual partial dispersion glass used for the correction of secondary

spectrum, so the complexity of zoom part is greatly reduced. By using this new lens form, a catadioptric zoom

telescope working in the visible wavelength band with variable focal length between 600 and 3000 mm, 300 mm

maximum aperture is designed and then optimized. The modulation transfer function (MTF) of this optimized lens is

greater than 0. 3 at 60 lp/ mm across all the focal lengths and fieldof view.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this lens reaches

good image quality and is cost-effective for manufacture, so this new lens is very suitable for the long focal length,

visible zoom imag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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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为实现远距离目标的搜索和观测记录, 需要使

用大口径、高空间分辨率和长焦距的望远成像系统。

在通常情况下, 对于固定几何尺寸的探测器, 较短焦

距的光学系统具有较小的放大倍率、较宽的视场,利

于目标的搜索;而较长焦距的光学系统具有较窄的

视场、较大的放大倍率,利于目标细节的观测记录。

固定焦距的望远系统难以同时兼顾大视场搜索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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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细节观测记录的需求, 但如果采用连续变焦的望

远成像系统,则可兼顾这两种需求。此外,还能根据

不同的使用环境和观测目标选择合适的焦距以达到

最佳的观测效果。

目前,长焦距、变焦望远系统的结构形式主要有

两种:折射式
[ 1]
与折反混合式

[ 2~ 6]
。对于折射式的

长焦距系统而言,必然需要使用较大口径非正常色

散光学材料(如氟化钙、FK玻璃和 TF 玻璃)来校正

系统的二级光谱。但大口径(大于 200 mm)的特种

光学材料价格昂贵并难以获得, 同时材料光学性能

(如气泡度、均匀性等)不佳,在较大程度上限制了长

焦距、变焦折射式系统的发展。对于传统的折反混

合式,反射元件本身不产生色差,极大程度地减轻了

系统二级光谱的校正压力。但传统折反射系统变焦

方式有些采用的是切换式[ 7, 8] 而不是连续变焦方

式。即使有些折反射系统设计采用了连续变焦方

式,由于包含了复杂的变焦部分,系统的元件数量会

很多,同时系统一般需要采用非球面主镜,使得系统

的制造和装配成本较高。

针对以上两种传统结构形式的限制和不足, 本

文提出了一种新的光学结构形式,并利用该结构形

式完成了一台焦距 600 ~ 3000 mm、最大口径

300 mm的折反射式连续变焦望远系统的光学设计。

介绍了该结构形式的系统组成以及工作原理, 给出

了系统初始结构的基本计算方法,并利用光学设计

软件对该光学结构形式进行优化设计, 得到较好的

设计结果。

2  基本设计原理
2. 1  系统组成及工作原理

变焦望远系统的主要设计指标要求如表1所示。

表 1 变焦折反射望远系统的设计指标

T able 1 Specificat ions of the zo om catadioptr ic telescope

Parameter Specificat ion

Zoom rat io 5@

Focal length r ange 600( f / 6) ~ 3000 mm( f / 10)

Larg est aper ture 300 mm

Wavelength band 486~ 656 nm

Full field of view 1. 05b~ 0. 21b

Image format 2/ 3d IT-3CCD, 9. 6 mm@ 5. 4 mm

Back focal length > 25 mm

T otal track < 1200 mm

Modulation transfer

function ( MT F) ( acro ss

all field and focal lengt h)

\0. 5 at 30 lp/ mm

\0. 3 at 60 lp/ mm

  结合以上各项光学指标要求, 提出了一种基于

二次成像的光学结构形式进行该系统的设计。系统

的基本设计思想是: 其结构形式可以看作是一个牛

顿式望远物镜与一个变倍比为 5 的投影系统组成。

即利用牛顿式望远物镜形成一个中间像面(第一像

面) ,然后使用场镜将该中间像面作为变倍投影系统

的物面,接着变倍投影系统将该物面投影至探测器

(第二像面)。该系统的结构示意以及组成如图 1

所示。

图 1 变焦折反射望远镜的结构示意图

Fig. 1 Layout of t he zoom catadioptr ic telescope

按照功能特点, 可将系统元件划分为: 可变光

阑、主反射镜、负组、场镜、补偿组、变倍组、等效棱镜

以及平面反射镜 8个部分。

可变光阑(位于主反射镜附近) : 将可变光阑设

置于球面主镜附近, 即主镜的通光口径会随着系统

焦距的改变而变化(在设计中也能在变焦部分中设

置浮动的可变光阑,但实现成本很高)。依靠这个可

变光阑(也是系统的可变入瞳) , 系统就无需在变焦

过程承担过大的拉格朗日不变量, 大大减小了牛顿

式望远系统和变倍投影系统的复杂程度。

主反射镜:光学结构形式中主反射镜使用的是

球面,无需采用非球面。能采用球面主反射镜是因

为系统的视场角相对较小(系统焦距较长,相比传统

的较大画幅感光胶片而言,系统使用 2/ 3d IT-3CCD

作为探测器,该CCD对角线长度为 11 mm) ,这样主

反射镜产生的彗差与像散较小, 同时球面主反射镜

产生的球差则可以通过其他折射元件进行校正。当

然使用非球面主反射镜能提高系统的设计自由度和

成像性能,但会增加系统的制造成本。

负组:负组是光焦度为负的光学元件,负的光焦

度主要配合主反射镜来形成摄远系统。采用一个双

胶合的负组,一方面用来校正主镜反射镜的球差与

轻微的彗差,改善第一像面(中间像面)的成像质量。

同时利用它产生的过校正二级光谱(正值)来补偿系

统变倍组的负二级光谱
[ 9]
。在实际使用中, 该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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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能用来对系统进行温度和距离调焦补偿。

平面反射镜:主要用来折转系统的光路走向。

场镜:场镜最主要的作用是对牛顿式望远物镜

与变倍投影系统进行光瞳匹配。通过场镜, 牛顿式

望远物镜的可变光阑(主反射镜, 又是系统入瞳)与

变倍投影系统浮动的可变光阑实现了良好的成像共

轭。这样变倍投影系统就不需要前固定组、浮动的

可变光阑以及后固定组来限制成像光束的径向尺寸

和方向,仅需要变倍组与补偿组来实现系统焦距的

变化和像面稳定。同时场镜还能有效地限制边缘视

场光线的高度, 很大程度地减小变倍投影系统的光

学元件的口径大小。

补偿组与变倍组:变焦系统选取常用的负正结

构
[ 10]

, 即负光焦度的补偿组, 正光焦度的变倍组。

利用变倍组实现投影系统焦距(倍率)的变化, 同时

利用补偿组来补偿变焦过程中像面的偏移。在实际

设计中,需要将正光焦度变倍组复杂化(分解为两个

正光焦度的胶合组) , 增加设计自由度, 提高设计

质量。

等效棱镜: 系统使用 2/ 3d IT-3CCD作为成像探

测器,该探测器含有 3片分光棱镜和一些平板滤光

片[ 11] , 在设计中可直接展开等效为平板玻璃。值得

注意的是正确地使用该种类型的探测器有利于降低

系统二级光谱校正的压力。

2. 2  初始结构的计算

依据设计指标要求, 首先确定牛顿式望远物镜

的焦距以及变倍投影系统倍率的变化范围。对于牛

顿式望远物镜, 为实现系统尽可能小的遮拦, 就要求

负组口径尽量小,但负组减小会使得系统总长变大。

综合考虑,选取负组的口径约为 30 mm。同时为保

证系统结构的紧凑性,选择负组到中间像面(第一像

面)约为 180 mm,即略大于系统半口径150 mm, 此

时中间像面刚好位于主镜筒边缘, 利于场镜的放置。

这样牛顿式望远物镜在第一像面的 F 数为

F 1 = L/ d = 180/ 30 = 6, ( 1)

式中 F1 为牛顿式望远物镜在长焦端的 F 数, L 为

负组到第一像面的距离, d为负组的通光口径大小。

可得牛顿式望远物镜的焦距为

f 1 = DF 1 = 300 @ 6 = 1800(mm ) , ( 2)

式中 D 为系统最大的通光口径。由于系统的焦距

为 600~ 3000 mm ,则变焦投影系统在短、长焦距端

的倍率分别约为

M min = f min / f 1 = 600/ 1800 = 0. 33, ( 3)

Mmax = f max / f 1 = 3000/ 1800 = 1. 67, ( 4)

式中 Mmin为变倍投影系统在短焦端的投影倍率,

Mmax为变倍投影系统在长焦端的投影倍率, f min为系

统短焦端的焦距, f max为系统长焦端的焦距。

变倍投影系统可简单看成由弱光焦度的补偿组

和较大光焦度的变倍组构成(初始假定补偿组的光

焦度为变倍组的- 1/ 3)。变倍投影系统的总长限制

在约 400 mm , 当考虑变倍投影系统工作倍率为 1

时,补偿组和变倍组的组合焦距约为100 mm。

f c = - 3f v , 1/ f c + 1/ f v = 1/ ( 100 mm)

故 f c = - 200 mm, f v = 67 mm, (5)

式中 f c 为补偿组的焦距, f v 为变倍组的焦距。在

实际设计中变倍组由 2个双胶合元件构成,则两个

双胶合初始焦距约为 134 mm。

然后利用光学设计软件,对焦距为 1800 mm 的

牛顿式望远物镜与变倍投影系统(投影倍率变化范

围 0. 33~ 1. 67,变倍比为 5)分别进行简单计算和优

化[ 1 2]。最后加入场镜(胶合元件)和等效棱镜块,将

牛顿式望远物镜与变倍投影进行组合, 即得到系统

初始结构。

3  设计结果分析
结合系统的设计指标要求, 利用光学设计软件

以及针对该系统编制的宏程序, 对上一步得到的系

统初始结构进行优化设计。最终设计结果的外形如

图 2所示。图中从上至下仅给出了系统焦距分别为

600, 1500和 3000 mm 时的外形结构以及所对应的

调制传递函数( M TF)。3个特征焦距位置的其它设

计参数结果如表 2所示。
表 2 3 个特征焦距位置的设计结果

Table 2 Designed parameter s of lens in the three

different char acter istic fo cal lengt hs

Pa rameter
W ide

field

Moderate

field

Narrow

field

Focal leng th f / mm 600 1500 3000

Entrance pupil diameter / mm 100 175 300

Relative aperture 1: 6 1: 8. 6 1: 10

Full field o f view / (b) 1. 05 0. 42 0. 21

Image height @ 2 / mm 11 11 11

T otal track / mm 970 970 970

Back focal length / mm 25. 9 60. 3 158. 5

  图 3为随着焦距变化时,相对于系统的成像面

(固定位置的探测器) , 补偿组和变倍组的位置变化。

  图 4是系统位于不同焦距位置时, 系统轴上视

场与边缘视场分别在频率30 lp/ mm和60 lp/ mm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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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系统外形结构与对应的 MT F

Fig. 2 Layout and M TF o f lens wit h thr ee differ ent fo cal leng ths

图 3 补偿组和变倍组位置与系统焦距的关系

F ig. 3 Mo tions of compensato r and variator

v ersus fo cal leng th

MT F 设计值的大小。图中边缘视场 MT F 为弧矢

和子午方向的平均值。

从以上设计结果可知系统在不同焦距处轴上视

场在频率30 lp/ mm处 MTF 大于 0. 65, 在 60 lp/ mm

图 4 不同焦距位置的 M TF(在频率 30 和

60 lp/ mm 处)

F ig. 4 MTF ( at 30 and 60 lp/ mm) versus

fo cal leng th

处, MTF 大于 0. 4, 边缘视场子午与弧矢在频率

30 lp/ mm处平均 MTF 大于 0. 62, 在 60 lp/ mm 处平

均 MTF 大于0. 33,满足像质的设计指标要求。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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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参数指标也均满足系统要求,并且像面照度均匀

(在同一焦距位置,各视场遮拦比一致)。同时系统不

使用特种玻璃, 折射元件最大通光口径不超过

40 mm,补偿组与变倍组变焦行程也均小于 110 mm,

较好地降低了系统的制造成本。

4  结   论
提出了一种新的光学结构形式,实现了大口径、

长焦距、连续变焦折反射式望远系统设计。该结构

形式成功应用于一台焦距 600~ 3000 mm、最大口

径 300 mm 工作在可见光波段的连续变焦望远系统

的光学设计。该结构形式将可变光阑放置于球面主

反射镜附近,避免了在变焦部分中使用难以实现的

浮动可变光阑; 然后利用二次成像结构和场镜减小

变焦组元的径向尺寸, 系统变焦部分仅包含变倍组

与补偿组,无需前固定组与后固定组, 同时无需使

用特种光学材料校正二级光谱, 极大降低了系统变

焦部分的复杂程度。设计结果表明该系统二级光谱

校正良好、像质优良、结构简单、制造成本低, 非常适

用于大口径、长焦距、变焦可见光成像系统。使用非

球面主镜和少量特种光学材料, 可以应用该结构形

式构建更大通光口径和更大视场的折反射式连续变

焦光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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