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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缩投影系统的计算机辅助装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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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解决主次镜结构的微缩投影系统在计算机辅助装调过程中的补偿器耦合问题，实现补 偿 器 的 合 理 筛 选，介 绍

了一种基于光学系统敏感矩阵奇异值分解的计算机辅助装调算法。建立了微缩投影系统装调模 型，针 对 算 法 和 模 型 开

展了计算机辅助装调实验。用光学软件ＣＯＤＥ　Ｖ建立 了 光 学 系 统 模 型，采 用 零 位 补 偿 器 检 测 获 得 了 非 球 面 元 件 面 形；

基于灵敏度矩阵的分析结果指导微缩投影系统优化，并将优化后的结构参数作为系统光机结构机械装配和定位的基准。

新建立的系统装调模型更接近实际装调过程，能更有效地指导装调，解决了补偿器间的耦合问题，加 快 了 装 调 过 程 的 收

敛。最后，基于自行研发的高精度干涉仪 完 成 了 计 算 机 辅 助 装 调 实 验。实 验 显 示 系 统 波 像 差 由４６．３９ｎｍＲＭＳ收 敛 至

２０．７３ｎｍＲＭＳ，验证了装调算法和模型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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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光学系统出瞳面波像差是衡量光学系统成像

质量的关键指标，而光学系统设计残差、光学元件

检测和加工误差以及光学系统装调误差是影响系

统波像差的３个关键因素。随着光学设计软件功

能的完善，光学加工和检测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得

研制分辨率达到衍射极限的光学系统成为可能，
例如光刻物镜［１－４］。在光学设计、元件检测和加工

精度满足要求的情况下，光学系统精密装调成为

了提高光学系统成像质量的必要手段。
早期传统的光学系统精密装调采用采集到的

多个视场 的 干 涉 图 作 为 光 学 元 件 精 确 定 位 的 依

据［５］，这不仅需要装调人员具有丰富的实 际 操 作

经验，还会耗费大量的时间，且装调精度也不是很

高。随着光学系统的复杂化和对光学系统成像质

量需求的日益提高，光学系统的计算机辅助装调

技术成为了研究重点［６－１２］。计算机辅助装调用于

解决光学系统波像差与元件姿态的对应关系，通

过元件姿态的调整弥补对应的像差，以使系统波

像差达到最小。目前最为常用的装调算法是基于

敏感矩阵的奇异值分解算法［１３－１５］，该方法已广 泛

应用于不同领域的光学系统集成，取得了理想的

效果。
本文以微缩投影系统为研究对象，将基于敏

感矩阵奇异值分解的牛顿迭代法引入系统的计算

机辅助装调实验中。在实验中建立了基于真实非

球面元件面形的装调模型，用于指导系统装配过

程中元件的精确定位以及后续的粗装调和精密装

调实验，通过对系统敏感度矩阵的分析，合理地选

择了补偿器，有效控制了补偿器间的耦合，加速了

装调过程的收敛，解决了由中心遮拦带来的分割

波面在Ｚｅｒｎｉｋｅ拟合过程中在被测区域内的正交

问题。

２　微缩投影系统计算机辅助装调模型

　　出瞳面的波像差表征了实际波面和理想波面

之间的偏差，是评价光学系统成像质量的一种较

为方便和直观的方 法。Ｚｅｒｎｉｋｅ多 项 式 可 以 有 效

地表征系统出瞳面的波像差，３６项Ｆｒｉｎｇｅ　Ｚｅｒｎｉ－
ｋｅ也是目前 最 常 用 的 波 像 差 的 表 征 方 式，其 中，

Ｚ２（倾斜）～Ｚ９（球 差）反 应 了 系 统 中 元 件 的 姿 态

（元件各方 向 的 调 整 自 由 度）与 系 统 波 像 差 的 关

系，因此，寻找初级像差与元件姿态的对应关系是

光学系统精密装调的关键问题，而计算机辅助装

调是一种有效的解决方案。微缩投影系统的计算

机辅助装调流程如图１所示，这是一个收敛的迭

代过程，发生在系统机械装配（流程５）后，主要包

含两个过程：（１）计算机辅助装调模型的建立（流

程１、２、３）；（２）系统的精密装调（流程６、７、８、９）。

图１　微缩投影系统计算机辅助装调流程

Ｆｉｇ．１　Ｆｌｏｗ　ｃｈａｒｔ　ｏｆ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ｉｄｅｄ　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
ｃｅｄｕｒｅ　ｏｆ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计算机辅助装调在系统集成过程中的重要作

用包括敏感度矩阵的建立、补偿器的合理选择以

及调整方向的判定和调整量的计算。光学系统敏

感度矩阵作为计算机辅助装调的基础，可以通过

在光学系统中人为引入失调量计算获得，此时的

光学系统为载入实际元件面形并作相应优化的系

统，以 便 计 算 机 辅 助 装 调 模 型 更 接 近 实 际 装 调

过程。
计算机辅助装调通过对光学系统敏感度矩阵

的分析，选择合适补偿器（元件姿态）对相应的初

级像差进行补偿，通过收敛的迭代过程使得最终

的系统波像差满足要求。光学系统结构与系统波

像差的对应 关 系 可 以 通 过ｚ＝ｚ（ｘ）描 述，其 中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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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光学系统像差，ｘ为系统结构向量，计算机辅助

装调的目的就是找到一个最佳的系统结构，使得

‖ｚ（ｘ）‖最小，这一过程与光学设计的优化过程

类似，但由于ｚ与ｘ为非线性关系，而且各结构分

量并非完全相互独立，使得求解‖ｚ（ｘ）‖最小的

过程成为一个非定问题，从而产生了一个收敛迭

代过程。目前最常用的求解非定方程的算法是基

于奇异值分解 的 牛 顿 迭 代 法，通 过 解 算ｚ（ｘ）＝０
实现‖ｚ（ｘ）‖最 小。为 求 解 非 定 方 程ｚ（ｘ）＝０，
对其在适当的失调量附近进行Ｔａｙｌｏｒ展开：

ｚ（ｘ＋δｘ）＝ｚ（ｘ）＋Ｊδｘ＋Ｏ（δｘ２）， （１）
其中：Ｊ为 系 统 的 敏 感 度 矩 阵，δｘ为 所 要 求 解 的

系统的 失 调 量，使 得ｚ（ｘ＋δｘ）＝０，并 忽 略 高 阶

项，则：

Ｊδｘ＝－ｚ（ｘ）， （２）
式中：ｚ（ｘ）为实测系统波像差与优化后的理想系

统波像差的偏差，该方程表征了系统像差与结构

的关系。通过求 解 式（２）可 以 获 得 失 调 量δｘ，δｘ
的符号代表了调整方向。

３　系统敏感度矩阵的奇异值分解

　　由于像差数与系统结构数不能完全的一一对

应，不能获得满秩矩阵Ｊ，因而也就不能通过求Ｊ
的逆矩阵的方式求得δｘ，而是需要对Ｊ进行奇异

值分解，求出Ｊ的 广 义 逆，最 终 求 解 出 系 统 的 失

调量。Ｊ的奇异值分解为：

Ｊ＝ＵＷＶＴ， （３）
式中：列向量Ｕ、Ｖ 分别为像差奇异值向量和系统

的结构 奇 异 值 向 量，Ｗ 为 含 有 相 应 奇 异 值 的 对

角阵。

图２　微缩投影系统设计

Ｆｉｇ．２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微缩投影系统的敏感度矩阵通过在优化后的

ＣＯＤＥ　Ｖ 模 型 中 人 为 引 入 失 调 量 计 算 获 得，

ＣＯＤＥ　Ｖ设计的微缩投影系统为轴对称系统，如

图２所示，包含主镜Ｍ１ 和次镜Ｍ２２个非球面元

件，系统采用类远心结构。系统ＮＡ为０．２５，５倍

的微缩倍率，０．５０ｍｍ×０．３０ｍｍ的像方视场，理
想系统的设计综合波像差为０．２５ｎｍＲＭＳ，具体

参数如表１所示。

表１　微缩投影系统设计参数

Ｔａｂ．１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设计项目 参数值

ＮＡｏｆ　ｉｍａｇｅ　 ０．２５

λ １３．５ｎｍ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ｒａｔｉｏ　 １／５
Ｆｉｅｌｄ　ｓｉｚｅ　ａｔ　ｗａｆｅｒ　 ０．５×０．３ｍｍ２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ＷＦＥ　 ０．２３ｎｍＲＭＳ

微缩投影系统的敏感矩阵建立过程 中，预 选

物面 的ｘ、ｙ、ｚ　３个 自 由 度，Ｍ１ 的ｘ、ｙ（偏 心）、ｚ
（镜间距）、Ｔｘ、Ｔｙ（倾斜）５个自由度以及像面的ｚ
作为补偿器，以Ｚ２～Ｚ９ 作为像差向量，通过敏感

矩阵奇异值分解获得的最主要的前５个像差奇异

值向量ｕｉ 和 结 构 奇 异 值 向 量ｖｉ 如 图３所 示，ｖｉ
中的１～９分别对应９个元件自由度，ｕｉ 中的１～
８分别对应８种像差。

图３　结构参数奇异值向量及对应的像差奇异值向量

Ｆｉｇ．３　Ｐｌｏｔ　ｏｆ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ｓｉｎｇｕｌａｒ　ｖｅｃｔｏｒ　ａｎｄ　ｃｏｒ－
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ｂｅｒｒａｔｉｏｎ　ｓｉｎｇｕｌａｒ　ｖｅｃｔｏｒ

从图３中可以看出，第一个结构奇异值向量

ｖ１ 对系统有最大的敏感度，每单位距离的调整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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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２９３λ的 奇 异 值，影 响 最 大 的 是 系 统 的 离 焦

（Ｚ４），可以通过敏感度最大的像距ｚ的调整得以

补偿。第二个较为敏感的为ｙ方向的彗差（Ｚ７），

可以通过Ｍ１ 的ｙ方向偏心或ｘ方向倾斜（Ｔｘ）的

调整实现补偿，每单位距离的调整 对应的奇异值

为２２．６λ，以此类推。敏感度越大，说明该结构参

数的调整对系统波像差的影响越大，计算机辅助

装调过程中就可以通过确立的系统结构参数与波

像差之间的关系和敏感度的大小分配调整自由度

的优先级。随着敏感度的下降，各个预选补偿器

间的耦合关系越明显，以ｖ５ 和ｕ５ 为例，Ｍ１ 的偏

心和倾斜均会引入像散（Ｚ７），但每单位距离的调

整只对应了０．２λ的奇异值，考虑到Ｍ１ 的偏心和

倾斜也会引入 彗 差，通 过 比 较 选 择 了 Ｍ１ 的 偏 心

（ｘ、ｙ）作为补偿器，而Ｚ２、Ｚ３ 对Ｍ１ 的倾斜更加敏

感，但同样的每单位距离的调整对应的奇异值很

小，所以在装调过程中最后考虑。同样的原则，选

出Ｍ１ 和像面的ｚ向调整分别补偿系统的球差和

离焦。

图４　敏感矩阵Ｊ及其子矩阵Ｊｓｕｂ的奇异值向量

Ｆｉｇ．４　Ｓｉｎｇｕｌａｒ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ｍａｔｒｉｘ　Ｊ（ｔｒｉａｎ－

ｇｌｅｓ）ａｎｄ　ｓｉｎｇｕｌａｒ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ｓｕｂ－ｍａｔｒｉｘ　Ｊｓｕｂ
（ｃｉｒｃｌｅｓ）

最终从预选的８个补偿器筛选出了Ｍ１ 的ｘ、

ｙ、ｚ以及像面ｚ作为系统计算机辅助装调的补偿

器，生成 原 敏 感 矩 阵Ｊ的 子 矩 阵Ｊｓｕｂ，如 表２所

示，表中数据绝对值的大小是补偿器选择的依据，

装调过程中选取绝对值最大的数据对应的系统结

构作为补偿器用以补偿相应的像差，对应的奇异

值如图４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Ｊｓｕｂ的奇异值非

常接近Ｊ的奇异值，说明子矩阵Ｊｓｕｂ较准确 地 反

应了系统的敏 感 度，而 且Ｊｓｕｂ解 决 了 各 调 整 自 由

度 间 的 相 互 耦 合，提 高 了 装 调 过 程 的 迭 代 收 敛

速度。

表２　微缩投影系统敏感矩阵Ｊｓｕｂ

Ｔａｂ．２　Ｓｕｂ－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ｍａｔｒｉｘ　Ｊｓｕｂｏｆ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ΔＺ／ΔＸ　 Ｍ１－Δｘ　 Ｍ１－Δｙ　 Ｍ１－Δｚ　 Ｉｍ－Δｚ

Ｐｏｗｅｒ（Ｚ４） ５．８×１０－２　 ７．６×１０－２　 １．５×１０２　 ２．５×１０２

Ａｓｔｉｇ　ｘ（Ｚ５）３．４×１０－２－１．５×１０－２－５．４×１０－３－３．３×１０－３

Ａｓｔｉｇ　ｙ（Ｚ６）１．９×１０－２－１．０×１０－３－２．８×１０－３　 １．５×１０－４

Ｃｏｍａ　ｘ（Ｚ７） １．３×１０　１．１×１０－２　 ６．４×１０－４－３．７×１０－３

Ｃｏｍａ　ｙ（Ｚ８）－８．２×１０－３　 １．３×１０　５．０×１０－３　 ８．１×１０－３

Ｓｐｈ（Ｚ９） ４．７×１０－２　 ８．７×１０－２　 １．７　 １．３

４　计算机辅助装调实验及结果分析

　　依据元件面形的检测结果，对ＣＯＤＥ　Ｖ内的

微缩投 影 系 统 进 行 优 化（以 选 定 的 补 偿 器 为 变

量），并以此为基准在三坐标机上完成了光机结构

的定位，机械装配过程如图５所示。

图５　微缩投影系统装配

Ｆｉｇ．５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ｏｆ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图６所示为微缩投影系统的装调检测结构示

意图，测试光通过系统后，经由一个ＰＶλ／５０，ＮＡ

０．６５的球面反射镜返回干涉仪，与参考光进行干

涉，完成测量。与单程光路测试系统相比，双程光

路的测试结构提高了系统像差对应于机械结构的

敏感度，有 利 于 装 调 过 程 的 快 速 收 敛。相 比 于

ＰＶλ／１０左右的 非 球 面 元 件 面 形，ＰＶλ／５０球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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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射镜的面形在装调过程中可以忽略，以保证系

统波像差检测的准确性。

图６　微缩投影系统装调检测模型示意图

Ｆｉｇ．６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ｔｅｓｔ　ｌａｙｏｕｔ　ｏｆ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计算机辅助装调实验在自主研发的超高精度

和超高稳定性的干涉仪装置上进行，检测波长为

６３２．８ｎｍ，如图７所示。完成粗装调后的系统波

像差为３５．４３ｎｍＲＭＳ，其中除了元件本身带有的

高阶像差外，还包含了大量彗差、像散和球差，这

需要通过调整 Ｍ１ 偏 心、两 镜 间 距 和 像 距 进 行 补

偿。

图７　微缩投影系统的计算机辅助装调

Ｆｉｇ．７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ｉｄｅｄ　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ｐｒｏｊｅｃ－

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采用基于奇异值分解的牛顿迭代法的装调方

案，结合敏感矩阵完成了微缩投影系统的计算机

辅助装调。图８所示为装调的迭代收敛过程，环

形的波面被中心遮拦分成了４个区域，利用一种

图８　计算机辅助装调的迭代过程

Ｆｉｇ．８　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ｉｄｅｄ　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

特殊的波面拼接算法，使得像差多项式在被测区

域内正交，３次迭代后，系统波像差减小为２０．７３
ｎｍＲＭＳ，如表３所示，接近于优化后ＣＯＤＥ　Ｖ模

型中的１９．２ｎｍＲＭＳ，验证了装调算法和装调模

型的正确性。

表３　微缩投影系统装调结果

Ｔａｂ．３　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补偿量
Ｍ１－Δｘ
／ｍｍ

Ｍ１－Δｙ
／ｍｍ

Ｍ１－Δｚ
／ｍｍ

Ｉｍ－Δｚ
／ｍｍ

系统波像差

／ｎｍＲＭＳ
机械装配 － － － － ４６．３９

粗装调 － － ２．１７　 ０．１３　 ３５．４３
三次迭代 ０．０８８　 ０．０６６　 ０．０８３　 ０．００７　 ２０．７３

５　结　论

　　本文建立了基于实测元件面形的微缩投影系

统计算机辅助装调模型，使得该模型更接近实际

装调 过 程，加 快 了 装 调 过 程 中 的 迭 代 收 敛 速 度。
采用该模型完成了基于光学系统灵敏度矩阵奇异

值分解的 微 缩 投 影 系 统 的 集 成 和 初 级 像 差 的 补

偿，通过对敏感矩阵的分析和奇异值分解，合理选

择补偿器，控制补偿器间的耦合，有效补偿了系统

波像差中的离焦、彗差和球差，经过系统粗装调和

计算机辅助装调的３次迭代过程，系统波像差由

机 械 装 配 后 的 ４６．３９ｎｍＲＭＳ 减 小 至 ２０．７３
ｎｍＲＭＳ，与理 论 的１９．２ｎｍＲＭＳ较 为 接 近，验

证了该装调算法和模型在微缩投影系统集成过程

中的积极作用。实验中通过一种特殊的波面拼接

算法，解决了由中心遮拦带来的ｚｅｒｎｉｋｅ多项式在

被测区域内不正交的问题。

７０１２第８期 　　　　　　　谢　耀，等：微缩投影系统的计算机辅助装调



参考文献：

［１］　金春水，王占山，曹健林．软Ｘ射线投影光刻原理装

置的设计［Ｊ］．光学 精密工程，２０００，８（１）：６６－７０．
ＪＩＮ　ＣＨ　ＳＨ，ＷＡＮＧ　ＺＨ　ＳＨ，ＣＡＯ　Ｊ　Ｌ．Ｔｈ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ｓｏｆｔ　Ｘ－ｒａｙ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ｌｉｔｈｏｇｒａｐｈｙ［Ｊ］．Ｏｐｔ．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Ｅｎｇ．，２０００，８（１）：６６－７０．（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　ＶＬＡＤＩＭＩＲＳＫＹ　Ｙ，ＴＡＹＬＯＲ　Ｊ　Ｓ，ＳＯＭＭＡＲＧＲＥＮ
Ｇ　Ｅ，ｅｔ　ａｌ．．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ｏｆ　ｏｐｔｉｃｓ　ｆｏｒ　ＥＵＶ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ｌｉｔｈｏｇｒａｐｈｙ［Ｃ］．Ｐｒｏｃ．ＳＰＩＥ３３３１，１９９８：
５８０－５９０．

［３］　王丽萍．极 紫 外 投 影 光 刻 光 学 系 统［Ｊ］．中 国 光 学

与应用光学，２０１０，３（５）：４５２－４６１．
ＷＡＮＧ　Ｌ　Ｐ．Ｏｐ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ｕｌｔｒａｖｉｏｌｅｔ
ｌｉｔｈｏｇｒａｐｈｙ［Ｊ］．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ｐｔ．Ａｐｐｌ．Ｏｐｔ．，
２０１０，３（５）：４５２－４６１．（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　ＧＬＡＴＺＥＬ　Ｈ，ＡＳＨＷＯＲＴＨ　Ｄ，ＢＲＥＭＥＲ　Ｍ，ｅｔ
ａｌ．．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ｏｐｔｉｃｓ　ｆｏｒ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ｕｌｔｒａｖｉｏｌｅｔ　ｌｉ－
ｔｈｏｇｒａｐｈｙ （ＥＵＶＬ） ｍｉｃｒｏ－ｆｉｅｌｄ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ｔｏｏｌｓ
（ＭＥＴｓ）ｗｉｔｈ　ａ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ａｐｅｒｔｕｒｅ　ｏｆ　０．５［Ｃ］．
Ｐｒｏｃ．ＳＰＩＥ，８６７９，２０１３：８６７９１７．

［５］　ＪＥＯＮＧ　Ｈ　Ｗ，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Ｇ　Ｎ，ＮＡＨＭ　Ｋ　Ｂ．Ａｕ－
ｔｏ－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ａ　ｔｈｒｅｅ－ｍｉｒｒｏｒ　ｏｆｆ－ａｘｉｓ　ｔｅｌｅｓｃｏｐｅ　ｂｙ
ｒｅｖｅｒｓｅ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ｄ－ｔｏ－ｅｎｄ　ａｂｅｒ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Ｃ］．Ｉｎ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ＩＩ，Ｐｒｏｃ．ＳＰＩＥ８１８，１９８７：
４１９－４３０．

［６］　ＨＥＮＲＹ　Ｎ　Ｃ，ＤＯＮＡＬＤ　Ｗ　Ｓ．Ｒｉｇｏｒｏｕｓ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ｉｃｒｏ
ｌｉｔｈ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Ｃ］．Ｐｒｏｃ．ＳＰＩＥ
３３３１，１９９８：１０２－１１３．

［７］　孙敬伟，陈 涛，王 建 立，等．主 次 镜 系 统 的 计 算 机 辅

助装调［Ｊ］．光 学 精 密 工 程，２０１０，１８（１０）：２１５６－
２１６３．
ＳＵＮ　Ｊ　Ｗ，ＣＨＥＮ　Ｔ，ＷＡＮＧ　Ｊ　Ｌ，ｅｔ　ａｌ．．Ｃｏｍｐｕｔ－
ｅｒ－ａｉｄｅｄ　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ａｎｄ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ｍｉｒ－
ｒｏｒｓ［Ｊ］．Ｏｐｔ．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Ｅｎｇ．，２０１０，１８（１０）：
２１５６－２１６３．（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８］　胡春晖，颜昌 翔．基 于 高 斯 光 学 齐 次 坐 标 变 换 的 光

机装调［Ｊ］．光 学 精 密 工 程，２０１２，２０（１１）：２３５３－
２３５９．
ＨＵ　ＣＨ　Ｈ，ＹＡＮ　ＣＨ　Ｘ．Ｏｐｔｉｃ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ａｓ－

ｓｅｍｂｌ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ｇａｕｓｓｉａｎ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ｃｏｏｒ－
ｄｉｎａｔ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Ｊ］．Ｏｐｔ．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Ｅｎｇ．，
２０１２，２０（１１）：２３５３－２３５９．（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９］　ＳＥＯＮＧＨＵＩ　Ｋ，ＨＯＳＯＯＮ　Ｙ，ＹＵＮ－ＷＯＯ　Ｌ，ｅｔ
ａｌ．．Ｍｅｒｉｔ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ｔｗｏ－ｍｉｒｒｏｒ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Ｊ］．Ｏｐｔｉｃｓ　Ｅｘ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１５（８）：５０５９－５０６８．

［１０］　ＬＥＥ　Ｊ　Ｈ，ＲＹＯＯ　Ｓ，ＰＡＲＫ　Ｋ　Ｗ，ｅｔ　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　ｏｆ　ａ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ｉｄｅｄ　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　ｓｉｍｕｌａｔｏｒ　ｆｏｒ
ａｎ　ＥＯ／ＩＲ　ｄｕａｌ－ｂａｎｄ　ａｉｒｂｏｒｎｅ　ｃａｍｅｒａ［Ｃ］．Ｐｒｏｃ．
ＳＰＩＥ８４１７，２０１２：８４１７０Ｅ．

［１１］　杨晓飞，张 晓 辉，韩 昌 元．Ｚｅｍａｘ软 件 在 离 轴 三 反

射镜系统计 算 机 辅 助 装 调 中 的 应 用［Ｊ］．光 学 精

密工程，２００４，１２（３）：２７０－２７４．
ＹＡＮＧ　Ｘ　Ｆ，ＺＨＡＮＧ　Ｘ　Ｈ，ＨＡＮ　ＣＨ　Ｙ．Ａｐ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Ｚｅｍａｘ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ｉｎ　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ｒｅｅ－ｍｉｒｒｏｒ
ｏｆｆ－ａｘｉｓ　ａ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Ｊ］．Ｏｐｔ．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Ｅｎｇ．，２００４，１２（３）：２７０－２７４．（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２］　刘琳，王 洋，张 兴 德．基 于ＤＷＣ波 前 检 测 的 计 算

机辅助 装 调 技 术［Ｊ］．激 光 与 红 外，２０１３，４３（４）：
４２８－４３２．
ＬＩＵ　Ｌ，ＷＡＮＧ　Ｙ，ＺＨＡＮＧ　Ｘ　Ｄ．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ｉｄｅｄ
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ＤＷＣ　ｗａｖｅ－ｆｒｏｎｔ　ｔｅｓｔｉｎｇ［Ｊ］．
Ｌａｓｅｒ　ａｎｄ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２０１３，４３（４）：４２８－４３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３］　林 强，金 春 水，向 鹏，等．离 轴 照 明Ｓｃｈｗａｒｚｓｃｈｉｌｄ
投影物镜的计 算 机 辅 助 装 调 方 法［Ｊ］．光 学 精 密

工程，２００３，１１（２）：１４４－１５０．
ＬＩＮ　Ｑ，ＪＩＮ　ＣＨ　ＳＨ，ＸＩＡＮＧ　Ｐ，ｅｔ　ａｌ．．Ｃｏｍｐｕｔ－
ｅｒ－ａｉｄｅｄ　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ｃｈｗａｒｚｓｃｈｉｌｄ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ｗｉｔｈ
ｏｆｆ－ａｘｉｓ　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Ｊ］．Ｏｐｔ．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Ｅｎｇ．，
２００３，１１（２）：１４４－１５０．（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４］　ＣＬＡＭＰＩＮ　Ｍ　Ｃ，ＢＯＳ　Ｂ　Ｊ，ＨＯＷＡＲＤ　Ｊ　Ｍ，ｅｔ　ａｌ．．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ｐｒｏｃｅ－
ｄｕｒｅｓ，ａｎｄ　ｔｏｏｌ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Ｊａｍｅｓ　Ｗｅｂｂ　Ｓｐａｃｅ　Ｔｅｌｅ－
ｓｃｏｐｅ（ＪＷＳＴ）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Ｍｏｄ－
ｕｌｅ（ＩＳＩＭ）［Ｃ］．ＳＰＩＥ８４４２，２０１２：８４４２３Ｉ．

［１５］　赵阳，巩岩．投影物镜小比率模型的计算机辅助装

调［Ｊ］．中国光学，２０１２，５（４）：３９４－４００．
ＺＨＡＯ　Ｙ，ＧＯＮＧ　Ｙ．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ａｉｄｅｄ　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ｍａｌｌ　ｓｃａｌ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ｅｄ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Ｊ］．Ｃｈｉｎｅｓｅ　Ｏｐ－
ｔｉｃｓ，２０１２，５（４）：３９４－４００．（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作者简介：

　谢　耀（１９８２－），男，浙 江 兰 溪 人，助 理

研究员，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７年、２０１１年 于 哈

尔滨工业大 学 分 别 获 得 学 士、硕 士、博

士学位，主要从事光学设计和系统集成

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ｘｉｅ＿ｙａｏ３＠１６３．ｃｏｍ

（版权所有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８０１２ 　　　　　光学　精密工程　　　　　 第２２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