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２４卷　第５期

２０１６年５月　 　
　　　　　 　　　　 　 光学 精密工程

　Ｏｐ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Ｖｏｌ．２４　Ｎｏ．５
　 　 Ｍａｙ．２０１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３－２５；修订日期：２０１５－０５－２５．

　　基金项目：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创新基金资助项目（Ｎｏ．Ｙ３ＣＸ１ＳＳ１４５）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４－９２４Ｘ（２０１６）０５－１０３６－０６

极紫外波段空间相机的辐射定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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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考虑极紫外波段空间相机尚无合适的辐射定标方法和 装 置，本 文 提 出 了 适 用 于 该 波 段 的 小 目 标 成 像 辐 射 定 标 方

法并基于该方法在实验室建立了辐射定标装置。提出的标定方法首先使用标准传递探测器标定 小 目 标 的 辐 射 亮 度；然

后，用待定标相机中心视场对该小目标成像，获得中心视场部分的辐射强度响应度；最后，通过调整转动结构使不同视场

对该小目标成像，得到不同区域的辐射强度响应度。构建的辐射定标装置由光源系统、标准 传 递 探 测 器、真 空 罐 及 四 维

运动转台等组成。光源系统包括空心阴极光源、极紫外掠入射单色仪、准直反射镜，能够出射工作波段的准直光束；标准

传递探测器标定出光束照度并计算得到小目标的辐射强度；运动平台使相机能够以不同视场角对小目标成像，测得不同

视场的辐射强度响应度。利用该装置对一台极紫外相机进行了辐射定标实验，并进行了误 差 源 分 析。实 验 结 果 表 明 该

装置的定标精度优于１５％，能够实现整机状态下的辐射定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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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随着空间探测技术的发展，人类在对地观测、

天文探测等方面的需求越来越多，卫星平台上搭

载的空间成像仪器层出不穷。由于摆脱了大气的

吸收作用，空间相机的观测波长范围从可见、紫外

波段延伸到了极紫外、软Ｘ射线波段。包括太阳

在内的众多恒星产生了大量的极紫外波段辐射，

所以极紫外波段空间相机成为天体目标观测、日－
地空间环境监控以及空间天气预报的重要工具。

欧、美、日等在过去几十年里发射了大量搭载极紫

外波 段 空 间 相 机 的 卫 星，如 ＳＯＨＯ、ＴＲＡＣＥ、

ＰＬＡＮＡＴ－Ａ、ＰＬＡＮＡＴ－Ｂ、ＳＤＯ、ＧＥＯＳ 系 列、

ＰＲＡＢＡ系列 卫 星、ＳＴＥＲＥＯ系 列 卫 星 等，用 于

监测太阳等天体活动对地球空间环境变化的影响。

我国在嫦娥３号搭载了国内首台极紫外波段空间

相机［１－５］，通过月基观测和监控地球等离子体层的

变化来监测地球的空间环境。

空间相机辐射定标能够建立所获取数据与探

测目标辐射强度之间的关系，所以是空间遥感图

像数据定量化测量的关键。常见的辐射定标方法

主要有漫反射板辐射定标、积分球辐射定标以及

自然目标辐射定标（晨昏时刻均匀照明的天空、太
阳、月球等）。这些辐射定标方法都是在大气下进

行的，而极紫外波段相机必须在真空下成像，且该

波段缺乏漫反射材料，没有漫反射板、积分球等朗

伯特性均匀目标进行辐射定标，因此需要根据此

波段特点研制适合该波段使用的辐射定标方法及

装置［９－１１］。在国 外，该 波 段 辐 射 定 标 多 采 用 部 件

级别的方法，分别测量光路中各光学元器件的效

率，然后计算得到整体的响应度，以及对目标的辐

射强度响应关系；但是，由于不是整机状态下的定

标结 果，可 能 存 在 误 差［１２］。目 前，国 内 缺 乏 极 紫

外波段整机辐射定标装置，仅在长春光机所及合

肥中科大同步辐射实验室等少数地方能够进行光

学元件 的 性 能 测 量［１３－１４］。本 文 提 出 了 一 种 基 于

小目标成像的极紫外空间相机辐射定标方法，并

建立地面定标装置，能够实现整机状态下相机的

辐射定标。

２　小目标成像辐射定标原理

地面辐射 定 标 是 发 射 前 的 主 要 辐 射 定 标 手

段，是大多数空间相机必须进行的一项工作。目

前，国内空间相机的主要工作波段集中在紫外、可
见、红外波段。常用的辐射定标方法主要是根据

波段、定标精度等因素选择不同的漫反射板、积分

球光源、黑体等均匀性和朗伯特性满足要求的扩

展光源，近距离离焦成像获得覆盖全像面的辐射

响应定标图像。定标时要求光源目标满足全视场

覆盖的要求，同时出射光束完全覆盖相机的入瞳

面积，且 要 求 目 标 的 辐 射 发 散 角 度 大 于 视 场 角。

定标时，使用标准灯或者标准探测器标定扩展辐

射源的辐射亮度，其原理示意图如图１所示。但

是，基于积分球光源等扩展源的辐射定标方法只

能在大气试验条件下进行，远紫外、极紫外等短波

段辐射不能够在大气下传播，现有技术条件下的

镀膜材料在短波光学波段的反射率极低，无法研

制出极紫外波段的积分球或漫反射板。因此，极

紫外波段光学相机无法采用扩展光源近距离成像

的方法进行辐射定标。

图１　扩展目标近距离辐射定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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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极紫外波段空间相机整机状态下的

辐射响应定标，本文采用小目标远距离成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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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极紫外波 段 的 辐 射 定 标，其 定 标 原 理 如 图２
所示。成像 小 目 标 与 相 机 入 瞳 要 求 相 隔 一 定 距

离，不要求模拟无限远，但要求小目标像在视场光

阑范围内。为了减少小目标照明均匀性的影响，
只使用小目标像中心区域的响应度测量数据，通

过转动机构使得小目标中心区域成像在像面不同

区域，得到整个像面的响应度数据。该辐射定标

方法具有易于实现、在焦成像、适合极紫外波段使

用等优点，但也有视场覆盖不全面，试验条件难于

满足（距离要求）及测量精度不高等缺点。实际试

验时一般要 求 目 标 与 相 机 距 离 不 少 于 焦 距 的１０
倍，这将导致测量系统体积过于庞大，且测试信噪

比容易受背景杂光的影响。

图２　小目标远距离辐射定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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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克服其缺点，本文改进了该方法，在定标

系统中引入一块准直抛物反射镜，并将成像小目标

置于该反射镜的焦平面上，原理如图３所示。改进

方法具有以下优点：（１）目标像尺寸由准直反射镜

焦距、相机系统焦距及目标尺寸决定，反射镜与相

机距离可以很近，便于真空条件下实施；（２）杂散光

便于控制；（３）目标像尺寸易于调节，不再受距离限

制；（４）目标辐射能量更集中，提高测量结果的信噪

比。因此，该方法尤其适合应用于极紫外等短波段

光学相机的辐射定标。

图３　改进的小目标辐射定标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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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使用标准传递探测器测量准直 光 束 的

照度Ｅ，得到：

Ｅ＝ Ｖ
Ω·Ｒｄ·ｅ·Ａ

， （１）

式中：Ｖ 为标准探测器的输出信号，Ω为探测器反

馈电阻，Ｒｄ 为标准传递探测器的响应度，ｅ为探测

光子能量，Ａ为标准传递探测器面积。由照度、小

目标尺寸ｄ及 准 直 反 射 镜 焦 距ｆ 可 以 计 算 小 目

标的辐射亮度Ｌ：

Ｌ＝Ｅ ｄ（ ）ｆ
２

＝Ｅ
·ｆ２
ｄ２ ． （２）

空间天文 学 常 用 Ｒａｙｌｅｉｇｈ作 为 辐 射 亮 度 单

位，即：

１Ｒａｙｌｅｉｇｈ＝１０
６

４πｐｈｏｔｏｎｓ
／（ｃｍ２·ｓ·ｓｒ）．

因此式（２）可以改写为：

Ｌ＝４π
·Ｅ·ｆ２
ｄ２·１０６ Ｒａｙｌｅｉｇｈ．

（３）

待定标空间相机对目标进行成像，采 集 目 标

图像，读取单位时间内小目标像的像元灰度值Ｓ，

即可 计 算 相 机 图 像 中 像 元 灰 度Ｓ与 目 标 辐 射 亮

度Ｌ 的关系，有：

ＲＬ＝ＳＬ．
（４）

３　地面定标装置建立

根据上述原理，本课题组研制了一套 极 紫 外

波段空间相机的辐射定标装置，如图４所示。该

装置包括光源系统、运动机构、标准传递探测器及

真空系统。

图４　极紫外成像系统辐射定标装置

Ｆｉｇ．４　Ｄｅｖｉｃｅｓ　ｆｏｒ　ＥＵＶ　ｃａｍｅｒａ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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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光源系统

光源系统包括极紫外空心阴极放电 光 源、极

紫外掠入射单色仪及准直反射镜。空心阴极光源

是一种辉光放电光源，能够出射较高强度线光谱，

真空条件下使用标准探测器对光源强度的稳定性

进行了测试，结果如表１所示。由表可知光源工

作４５ｍｉｎ后的稳定性优于５％。

表１　光源稳定性（电压４００Ｖ，电流５００ｍＡ）

Ｔａｂ．１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ｇｈｔ　ｓｏｕｒｃｅ（Ｖ＝４００Ｖ，Ｉ＝５００ｍＡ）

时间／ｍｉｎ 信号／ｍＶ 时间／ｍｉｎ 信号／ｍＶ

０　 １６４．６　 １２０　 １７９．２

１０　 １８２．１　 １５０　 １７３．６
２０　 １９３．４　 １８０　 １７５．１
３５　 １８５．６　 ２１０　 １７１．６
４５　 １７８．２　 ２４０　 １７４．１
６０　 １７３．５　 ２７０　 １７５．８
９０　 １７４．８　 ３００　 １７６．７

该光源采用紧凑的无窗两级差分泵 浦 系 统，

一级由气嘴导入高纯度稀有气体，气体在阴极的

高压下发生辉光放电，一级保持较好的真空度且

与单色仪的真空室相连。紫外单色仪是罗兰圆掠

入射单色仪，光 谱 分 辨 能 力 覆 盖５～２５０ｎｍ。工

作时，空心阴极光源固定在单色仪入射狭缝法兰

上，在运动机构驱动下沿罗兰圆轨道移动，在单色

仪出射狭缝处出射指向不变的不同波长的单色光

束。通过更换不同种类的高纯稀有气体，空心阴

极光源能够提供多条可用于相机定标的高亮度高

稳定性的极紫外波段线光谱，主要光谱及对应稀

有气体如表２所示。准直反射镜为一块准直抛物

反射镜，焦 距 为２００ｍｍ。单 色 仪 出 射 狭 缝 位 于

准直抛物反射镜的焦平面位置，作为辐射定标成

像小目标，狭缝宽度在０．１～３ｍｍ调 节，长 度 在

０．１～１０ｍｍ调节。

３．２　运动机构

该定标装置包含一个四维运动平台，能 够 进

行水平、垂直平动和方位、俯仰转动，标准探测器

和待定标空间相机都安装于此平台上。通过平动

使得标准探测器对准光束，标定光束在相机入瞳

处的光照度，然后计算目标的辐射亮度。空间相

机通过此平台，能够以不同的视场角对光束成像，

并标定出像面中心的亮度响应度。

表２　稀有气体与产生谱线

Ｔａｂ．２　Ｎｏｂｌｅ　ｇａｓｅ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ｓｐｅｃｔｒａ

波长／ｎｍ 气体 波长／ｎｍ 气体

１６．９５ ＡｌＩＩＩ　 ７６．９２ ＡｒＩＩＩ
２１．２６ ＮｅＩＶ　 ８８．４１ ＫｒＩＩ
２６．７１ ＮｅＩＩＩ　 ９１．９８ ＡｒＩＩ
３０．１１ ＮｅＩＩＩ　 ９６．５０ ＫｒＩＩ
３０．３８ ＨｅＩＩ　 １０４．８２ ＡｒＩＩ
４４．５０ ＮｅＩＩＩ　 １１０．０４ ＸｅＩＩ
５８．４３ ＨｅＩ　 １２３．５８ ＫｒＩ
７１．８１ ＡｒＩＩＩ　 １４６．９６ ＸｅＩ
７３．５９ ＮｅＩ

３．３　标准传递探测器

该装置使 用 美 国 ＮＩＳＴ标 定 的 ＡＸＵＶ１００Ｇ
二极管作为标准传递探 测 器，能 够 在５～２５０ｎｍ
以较高精度标定光束强度。配合高灵敏度的静电

计电路，该二极管能够测量ｆＡ级别的光电信号。

ＡＸＵＶ１００Ｇ响应 稳 定 性 较 好，适 合 作 为 标 准 传

递探测器。图５为该标准探测器波长响应度的标

定曲线。

图５　ＡＸＵＶ１００Ｇ响应度曲线

Ｆｉｇ．５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ｖｉｔｙ　ｃｕｒｖｅ　ｏｆ　ＡＸＵＶ１００Ｇ

４　极紫外空间相机定标试验

本文利用建立的地面辐射定标装置，对 一 台

极紫外空间相机样机进行了定标试验。该相机是

工作波段为３０．４ｎｍ的单反射镜系统，像元分辨

率为０．１°，入瞳面积Ａ为８０ｃｍ２，焦距为１５０ｍｍ，

采用微通道板光子计数探测器作为像接收器。定

标时，单色仪狭缝为２．５ｍｍ×４ｍｍ，对相机张角

立体角 为２．５×１０－４　ｓｒ。标 定 内 容 主 要 分 为 两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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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光束照度、目标辐射亮度标定。根据待定

标 极 紫 外 相 机 的 工 作 波 段，选 择 能 够 产 生 对 应

３０．４ｎｍ线光谱的高纯氦气作为放电气体。抽真

空前准确连接光源、单色仪、真空室，调节好反射

镜指向。打开光源电源，调整工作电流至工作值。

调整运动平台，使得ＡＸＵＶ１００Ｇ正对平行光束。

读取信号幅值，利用式（１）～式（３）计算光束的光

通量、照度（ＡＸＵＶ１００Ｇ面积为１ｃｍ２）和狭缝亮

度。标定结果如表３所示。

表３　目标辐射特性测试结果

Ｔａｂ．３　Ｔｅ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ｌｉｇｈｔ　ｂｅａｍｓ　ｆｌｕｘ　ａｎｄ　ｉｒｒａｄｉａｎｃｅ

第１次 第２次 第３次 平均

Ｖ／ｍＶ　 ２．４１　 ２．２３　 ２．３２　 ２．３３

Φ／（１０５　ｐｈｏｔｏｎ·ｓ－１） １．４５　 １．３３　 １．３９　 １．３９

Ｅ／（１０５　ｐｈｏｔｏｎ·ｃｍ－２·ｓ－１） １．４５　 １．３３　 １．３９　 １．３９

Ｌ／Ｒａｙｌｅｉｇｈ　 ７　２８８．５　６　６８５．３　６　９８６．９　６　９８６．９

（２）待定标相机采集单色仪出射狭缝目标图

像。驱动运动平台，使得相机入瞳正对平行光束，

拍摄单色仪出射狭缝的目标图像，此时单色仪出

射狭缝在相机像面中心成像，读取目标像元灰度，

利用表３数据和式（４）可计算相机的辐射亮度响

应度。调整相机视场角，使得狭缝成像在相机焦

平面不同的视场位置，得到像面上不同视场的辐

射亮度响应度，测试结果如表４所示。将不同视

场的狭缝像叠加在一幅图像中，如图６所示。

图６　目标在不同视场成像的叠加图

Ｆｉｇ．６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ｉｅｌｄ　ｉｍａｇｅｓ　ｏｆ　ｓａｍｅ　ｏｂｊｅｃｔ

表４　不同视场探测灵敏度

Ｔａｂ．４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ｖｉｅｗｓ

视场／（°）像元灰度 亮度 亮度响应／（ｃｐｓ·Ｒ－１）

０　 ６１１　 ０．０８７
＋２　 ５７０　 ０．０８２
－２　 ５８５　 ０．０８４
＋４　 ５７２

６　９８６．９
Ｒａｙｌｅｉｇｈ

０．０８２
－４　 ５５４　 ０．０７９
＋６　 ５１６　 ０．０７４
－６　 ５２８　 ０．０７６

５　定标精度分析

极紫外相机辐射定标的误差来源主 要 有：空

心阴极光源稳 定 性、ＡＸＵＶ１００Ｇ标 准 传 递 误 差、

ＡＸＵＶ１００Ｇ信号 测 量 误 差、狭 缝 目 标 辐 射 亮 度

均匀性误差及余弦特性误差和极紫外相机图像采

集误差。表２测试数据表明，空心阴极光源稳定

工作后强度波动误差不超过５％；ＮＩＳＴ的标定报

告给出ＡＸＵＶ１００Ｇ标准传递误差在极紫外波段

的平均值优于４％；ＡＸＵＶ１００Ｇ信号的电路测量

误差约为１０％；狭缝目标相对于相机立体角的辐

射亮度 余 弦 特 性 误 差 可 以 忽 略；使 用 ＭＣＰ光 子

计数成像探测器在狭缝后方对其成像，结果表明

其均匀性误 差 小 于８％；极 紫 外 波 段 空 间 相 机 像

面是光子计数探测器，图像噪声带来的误差可以

忽略。由于上述误差属于非相干误差项，可以将

它们的均方根作为定标的综合误差：

σｔｏｔａｌ＝ σ２ｓ＋σ２ｄ＋σ２ｃａｌｉ＋σ２ｓｌｉｔ１＋σ２ｓｌｉｔ２＋σ２槡 ＩＭＧ．
将上述各部分误差代入式中，计算该极紫外相机

的辐射定标精度优于１５％。

６　结　论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小目标成像的辐射定标

方法。该方法不使用散射板、积分球等二次散射目

标，而是通过光阑和准直镜等手段构造一个直接来

自于光源的小目标，避免了散射体对极紫外波段辐

射的强烈吸收，适用于该波段空间相机的 辐 射 定

标。详细介绍了该方案的定标原理及定标过程，并
在实验室建立了一套基于此方案的极紫外波段辐

射定标装置。利用该定标装置对一台极紫外相机

样机进行了辐射定标试验，并分析了该定标方法及

装置的定标误差来源。实验结果表明，该定标装置

的定标精度优于１５％，符合设计要求。

０４０１ 　　　　　光学　精密工程　　　　　 第２４卷　



参考文献：

［１］　ＷＯＯＤＳ　Ｔ，ＲＯＤＧＥＲＳ　Ｅ，ＢＡＩＬＥＹ　Ｓ，ｅｔ　ａｌ．．

ＴＩＭＥＤ　ｓｏｌａｒ　ＥＵＶ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ｐｒｅ－ｆｌｉｇｈｔ　ｃａｌｉｂｒａ－
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ＸＵＶ　ｐｈｏｔｏｍｅｔ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Ｊ］．

ＳＰＩＥ，１９９９，３７５６：２５５－２６２．
［２］　ＢＥＲＧＨＭＡＮＳ　Ｄ，ＨＯＣＨＥＤＥＺ　Ｊ　Ｆ．ＳＷＡＰ　ｏｎ－

ｂｏａｒｄ　ＰＲＯＢＡ２，ａ　ｎｅｗ　ＥＵＶ　ｉｍａｇｅｒ　ｆｏｒ　ｓｏｌａｒ　ｍｏｎｉ－
ｔｏｒｉｎｇ［Ｊ］．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Ｓｐａ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６，

３８：１８０７－１８１１．
［３］　ＴＳＵＮＥＴＡ　Ｓ．Ｔｈｅ　ｓｏｆｔ　Ｘ－ｒａｙ　ｔｅｌｅｓｃｏｐ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ｏ－

ｌａｒ－Ａ　ｍｉｓｓｉｏｎ［Ｊ］．Ｓｏｌａｒ　Ｐｈｙｓｉｃｓ，１９９１，１３６：３７－６７．
［４］　ＪＵＤＧＥ　Ｄ　Ｌ，ＭＣＭＵＬＬＩＮ　Ｄ　Ｒ，ＯＧＡＷＡ　Ｈ　Ｓ，ｅｔ

ａｌ．．Ｆｉｒｓｔ　ｓｏｌａｒ　ＥＵＶ　ｉｒｒａｄｉａｎｃｅｓ　ｆｒｏｍ　ＳＯＨＯ　ｂｙ　ｔｈｅ

ＣＥＬＩＡＳ／ＳＥＭ［Ｊ］．Ｓｏｌａｒ　Ｐｈｙｓ．，１９９８，１７７：１６１－１７３．
［５］　ＣＨＥＮＧ　Ｂ，ＳＯＮＧ　Ｋ　Ｆ，ＬＩ　ＺＨ　Ｈ，ｅｔ　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ｏｎ－ｂａｓｅｄ　ＥＵＶ　ｃａｍｅｒａ

ｆｏｒ　Ｃｈａｎｇｅ－３［Ｊ］．Ｒｅｓ．Ａｓｔｒｏｎ．Ａｓｔｒｏｐｈｙｓ，２０１４，

１４：１６５４－１６６０．
［６］　ＥＰＡＲＶＩＥＲ　Ｆ　Ｇ，ＷＯＯＤＳ　Ｔ　Ｎ．Ｔｈｅ　ＥＵＶ　ｖａｒｉａｂｉｌ－

ｉｔｙ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ＥＶＥ）ａｂｏａｒｄ　ｔｈｅ　ＮＡＳＡ　ｓｏｌａｒ　ｄｙ－
ｎａｍｉｃ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ｏｒｙ［Ｊ］．ＳＰＩＥ，２００４，５６６０：４８－５５．

［７］　刘亚侠．ＴＤＩ　ＣＣＤ相机实验室辐射定标的研究［Ｊ］．
光电工程，２００７，３４５：７１－７４．

ＬＩＵ　Ｙ　Ｘ．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ｒａｄｉｏｍｅｔｒｉｃ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ＤＩ　ＣＣＤ　ｃａｍｅｒａ［Ｊ］．Ｏｐｔｏ－Ｅｌｅｃ－
ｔｒｏｎｉｃ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７，３４５：７１－７４．（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８］　ＨＥＡＴＨ　Ｄ　Ｆ，ＷＥＩ　ＺＨ　Ｙ，ＦＯＷＬＥＲ　Ｗ　Ｋ．Ｃｏｍ－

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ｒａｄｉａｎｃｅ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ＢＵＶ２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ｏｚｏｎｅ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ｕｓｉｎｇ　ｉｎｔｅｇｒａ－
ｔｉｎｇ　ｓｐｈｅｒｅ　ａｎｄ　ｆｌａｔ　ｐｌａｔｅ　ｄｉｆｆｕｓｅｒ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Ｊ］．

Ｍ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ａ，１９９３，３０：２５９－２６４．
［９］　ＧＵ　Ｙ，ＥＲＳＯＮ　Ｊ　Ｍ．Ａ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ａｎｄ

ｒａｄｉｏｍｅｔｒｉｃ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ＶＩＦＩ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Ｊ］．Ｉｎｔ．

Ｊ．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１９９９，２０（３）：５３５－５４８．
［１０］　ＣＨＡＮＤＥＲ　Ｇ，ＨＥＬＤＥＲ　Ｄ　Ｌ，ＭＡＲＫＨＡＭ　Ｂ

Ｌ，ｅｔ　ａｌ．．Ｌａｎｄｓａｔ－５Ｔｍ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ｖｅ－ｂａｎｄ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ｒａｄｉｏｍｅｔｒｉｃ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Ｊ］．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２００４ （４２）：

２７４７－２７６０．
［１１］　ＦＵＲＳＴ　Ｍ　Ｌ，ＧＲＡＶＥＳ　Ｒ　Ｍ，ＭＡＤＤＥＮ　Ｒ　Ｐ．

Ｓｙｎｃｈｒｏｔｒｏｎ　ｕｌｔｒａｖｉｏｌｅｔ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ＳＵＲＦ－
ＩＩ）ｒａｄｉｏｍｅｔｒｉｃ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
［Ｊ］．Ｏｐｔ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１９９３，３２ （１１）：

２９３０－２９３５．
［１２］　ＳＡＮＤＥＬ　Ｂ　Ｒ，ＢＲＯＡＤＦＯＯＴ　Ａ　Ｌ，ＣＵＲＴＩＳ　Ｃ　Ｃ，

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ｕｌｔｒａｖｉｏｌｅｔ　ｉｍａｇｅｒ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
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ＭＡＧＥ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Ｊ］．Ｓｐａｃ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ｓ，２０００，９１：１９７－２４２．
［１３］　薛松，邵景鸿，卢 启 鹏，等．合 肥 同 步 辐 射 反 射 率 测

量装置［Ｊ］．光学 精密工程，２００４，１２（５）：４８０－４８４．

ＸＵＥ　Ｓ，ＳＨＡＯ　Ｊ　Ｈ，ＬＵ　Ｑ　Ｐ，ｅｔ　ａｌ．．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ｄｅｖｉ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ｎｃｈｒｏｔｒｏｎ　Ｒａ－
ｄｉａｔｉｏｎ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Ｊ］．Ｏｐｔ．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Ｅｎｇ．，

２００４，１２（５）：４８０－４８４．（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４］　尼启良，刘世界，陈 波．小 型 高 精 度 软Ｘ射 线－极 紫

外反 射 率 计［Ｊ］．光 学 精 密 工 程，２００８，１６（１０）：

１８８６－１８９０．

ＮＩ　Ｑ　Ｌ，ＬＩＵ　ＳＨ　Ｊ，ＣＨＥＮ　Ｂ．Ｃｏｍｐａｃｔ　ｈｉｇｈ－ｐｒｅｃｉ－
ｓｉｏｎ　ｓｏｆｔ　Ｘ－ｒａｙ　ａｎｄ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ｕｌｔｒａｖｉｏｌｅｔ　ｒｅｆｌｅｃｔｏｍｅ－
ｔｅｒ［Ｊ］．Ｏｐｔ．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Ｅｎｇ．，２００８，１６（１０）：１８８６－
１８９０．（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作者简介：

　

何玲平（１９８２－），男，江西新余人，副研

究员，２０１０年 于 长 春 光 学 精 密 机 械 与

物理研究所获得博士学位，主要从事短

波段空间光 学 仪 器 设 计 及 检 测 定 标 的

研究。Ｅ－ａｉｌ：ｈｌｐ２００２０１＠１６３．ｃｏｍ

　

陈　波（１９６１－），男，吉林长春人，研究

员，博士生导师，１９８４年于吉林大学获

得学士学位，主 要 从 事 软 Ｘ射 线－极 紫

外波 段 光 学 和 空 间 光 学 的 研 究。Ｅ－
ｍａｉｌ：ｃｈｅｎｂ＠ｃｉｏｍｐ．ａｃ．ｃｎ

（本栏目编辑：曹　金）
（版权所有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１４０１第５期 　　　　　　　　何玲平，等：极紫外波段空间相机的辐射定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