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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满足偏振遥感系统对探测精度的要求，采用多线阵分焦平面型偏振探测系统分析了消光比对偏振探测精

度的影响，并构建了偏振辐射传递模型。介绍了分焦平面型偏振仪器的结构，结合国内外微型偏振片的加工技术，

采用多线阵微型偏振片替代微偏振片马赛克阵列的探测方法分析了金属线栅微偏振片消光比对偏振探测的影响，

推导了光学系统及非理想偏振片的偏振传递矩阵，根据偏振辐射传递理论构建了偏振探测系统的校正模型。基于

校正模型制定了相应的参数标定方案，为实验室偏 振 辐 射 标 定 提 供 了 理 论 基 础。模 拟 及 实 验 结 果 表 明，在 受 限 于

设备稳定性的情况下，系统探测精度可达到０．５％，满足偏振探测精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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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偏振作为光波的基本属性，携带了丰富的目标信息［１－２］，在农业、军事［３］、资源环境等方面具有潜在的应

用价值。目前，大部分偏振遥感探测设备均为第一代偏振探测系统，主要包括分时、分振幅、分孔径、分焦平

面等类型［４］。分焦平面型偏振探测虽存在像元级配准误差［５］，但其对应系统具有结构紧凑、稳定性好等突出

优点，广泛适用于偏振遥感探测和瞬时干涉测量［６］。
本文针对当前空间偏振遥感探测的特点，结合国内外微偏振片的加工技术，采用轻型多线阵分焦平面型

偏振探测系统，分析了偏振片消光比对偏振探测的影响。针对空间偏振遥感中的离轴三反四线阵推扫式分

焦平面型偏振探测系统［７］，基于偏振辐射传递理论建立了相应的系统校正模型并制定了参数标定方案，为偏

振辐射标定提供了理论基础，对偏振遥感探测系统的研制具有重要作用。经模拟和实验验证，该方案在受限

于光源稳定性的情况下，系统探测精度可达０．５％。

２　多线阵分焦平面型偏振遥感探测系统
对于常见的马赛克阵列分焦平面型偏振仪器，如Ｐｏｌａｒ　Ｃａｍ系列同步偏振相机（美国４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公

司）［８］，焦平面为面阵探测器加微偏振片马赛克阵列，微偏振片阵列中每４个像元组成一个超级像元，分别对

应０°、９０°、４５°、１３５°的４种偏振轴（偏振片透射率最大）取向。该阵列的典型示意图如图１所示。

图１　微偏振片马赛克阵列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ｍｏｓａｉｃ　ａｒｒａｙ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ｐｏｌａｒｉｚｅｒｓ

该结构虽然可以进行实时面阵成像，但存在以下缺点：１）微偏振片马赛克阵列加工难度大、成本高；２）
马赛克阵列的各偏振单元需要与探测器像元严格配准，且实现大靶面的精确对准存在技术难度大、成本高等

缺点；３）一个超级像元内不同的偏振片单元在空间维存在像元级对准误差，需要后期算法校正［９］；４）当马

赛克阵列中各偏振片单元的有效通光面积大于探测器各像元的面积时，产生串扰，造成能量损失；５）马赛克

阵列中各偏振片单元的透射率、偏振方向等都存在一定差异，对系统定标要求较高。
针对无人机载或平流层飞艇的平台需求，采用离轴反射式望远系统实现能量采集，利用焦平面多条微型

偏振片阵列实现偏振检偏，并在推扫模式下实现高信噪比偏振成像探测。这种多线阵分焦平面型实时偏振

探测系统［７］不仅具有结构简单、易于装调、能量利用率高等优点，而且有效避免了马赛克阵列分焦平面型偏

振测量系统的空间配准难度。该系统只需几条相互独立的微偏振片条带，不同条带对应不同的偏振片通光

轴角度，系统示意图如图２所示。

图２　多线阵分焦平面型偏振遥感探测系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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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系统采用离轴三反光学系统和四线阵ＣＣＤ，构成的多偏振通道近似实现实时探测。前３个线阵分别

对应偏振轴取向分别为０°、６０°、１２０°的３个偏振通道，得到目标的偏振度及偏振角信息；第４个线阵对应强

度探测通道，得到目标的真实辐射强度。由４个线阵的探测结果可得到目标的斯托克斯矢量。４个探测器

沿轨道方向并行排列，各线阵间间隔不小于２０个像元，且关于中心视场对称分布。当系统处于姿态稳定的

运动平台上时，地物目标依次被各偏振通道探测，根据系统参数及平台运行速度，得到该分时测量的间隔为

Δｔ＝３ΔＬＲＧＳＤ／ａ（ν１－ν０［ ］）， （１）
式中ΔＬ为各线阵探测器之间的间隔，ＲＧＳＤ为地面像元分辨率，ａ为像元尺寸，ν０ 为地球自转速度，ν１ 为平台

运行速度（可通过平台参数实时得到）。以临近空间飞行器平台为例，计算得到该时间间隔为毫秒级。相对

多通道偏振探测的分时间隔，地面运动的目标测量可视作瞬时测量，不存在像元匹配误差的问题。

３　偏振片消光比对偏振探测精度的影响
多线阵分焦平面型偏振探测系统的偏振检偏元件为微型金属线栅偏振片，金属线栅偏振片的消光比相

对传统偏振片有较大差距，通常不高于１／３００，因此消光比对偏振探测的影响不容忽视。
设ｔ２ｘ、ｔ２ｙ 分别为偏振片的最大和最小透射率［１０］，ε２ 为偏振片的消光比（ε２＝ｔ２ｙ／ｔ２ｘ），θ为偏振片的偏振轴

取向，部分偏振光正入射线偏振片的示意图如图３所示。

图３　部分偏振光正入射线偏振片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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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非理想偏振片，其穆勒矩阵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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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 不 考 虑 成 像 系 统 的 影 响 时，对 于 垂 直 入 射 到 偏 振 片 的 目 标 光 束（部 分 偏 振 光），其 斯 托 克 斯 矢 量 为

Ｓｉｎ＝［Ｉ　Ｑ　Ｕ］Ｔ，其中Ｉ、Ｑ、Ｕ 为目标光束斯托克斯矢量中的３个参量，入射光的偏振度为Ｐ，忽略圆偏振

分量，入射的部分偏振光可表示为自然光与线偏振光的叠加。经偏振片出射的光线也可分为自然光、线偏振

光经偏振片后出射光的叠加，因此只需测量两种出射光的斯托克斯矢量中光强分量的和即可得到偏振片出

射的光强Ｉｏｕｔ，可表示为

Ｉｏｕｔ，ｐ＝
ｔ２ｘ
２
［（１＋ε２）Ｉ＋（１－ε２）ｃｏｓ　２θＱ＋（１－ε２）ｓｉｎ　２θＵ］。 （３）

　　当采用通光轴角度为０°、６０°、１２０°的偏振片组合进行偏振探测时，由多偏振角度测量斯托克斯矢量，得

到出射光的斯托克斯矢量为

Ｓｏｕｔ，ｐ＝
ｔ２ｘ
２

（１＋ε２）Ｉ
（１－ε２）Ｑ
（１－ε２）

熿

燀

燄

燅Ｕ

。 （４）

　　测得出射光的偏振度Ｐ′及相对误差δ分别为

Ｐ′＝
（１－ε２） Ｑ２＋Ｕ槡 ２

（１＋ε２）Ｉ ＝１－ε
２

１＋ε２
Ｐ，　δ＝ ２ε２

１＋ε２×
１００％。 （５）

　　从（５）式可知，对于理想偏振片，消光比为１／∞，测得的偏振度即为真实偏振度。对于非理想偏振片，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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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偏振度低于真实 偏 振 度：当 消 光 比 为１／１００时，相 对 误 差 为２％；当 消 光 比 为１／３００时，相 对 误 差 为

０．７％；当消光比为１／１０４ 时，相对误差为０．０２％。由于（４）式中Ｑ、Ｕ 分量的系数相同，因此消光比对偏振相

角的探测没有影响。典型地物目标的偏振度范围为５％～１０％，当消光比低于１／３００时，产生较大的系统误

差，需要得到消光比的数值以校正系统误差。

４　偏振探测系统校正及参数标定
４．１　系统校正模型

对于多通道偏振探测系统，可通过各偏振探测通道的强度关系反演得到偏振信息，系统本身的非均匀性

会影响偏振探测结果。由菲涅耳定律可得，离轴反射光学系统各反射镜面产生了一定的起偏效应［１１］，从而

改变了入射光的偏振状态。当系统本身的非均匀性及起偏效应较大时，目标的偏振信息被系统效应掩盖，无
法得到真实的偏振探测结果，因此偏振系统标定是仪器定量应用的前提和基础。

为满足遥感探测中高空间分辨率及大视场的需求，该系统采用离轴三反式光学系统，入射光线经３个离

轴反射镜会聚于像面上，通 过 微 型 偏 振 片 条 带 后 被 线 阵 探 测 器 接 收。每 条 线 阵 探 测 器 穿 轨 方 向 上 至 少 有

８０００个像元，由于视场角的影响，系统产生较大的非均匀性及起偏效应。起偏效应与各反射镜面的入射角

度、镜面材料、镀膜材料均密切相关，在光学系统未加工装调完毕前，无法得到准确的系统参数。目前仅利用

离轴三反式光学系统，在各镜面仅镀铝膜的情况下，使用Ｃｏｄｅ　Ｖ软 件 对 无 偏 光 入 射 光 学 系 统 后 出 瞳 处 的

Ｒｓ、Ｒｐ 进行仿真分析（Ｒｓ、Ｒｐ 为两个正交分量光强的反射率），该光学系统的设计模型及反射率仿真分析结

果如图４所示。图中ε１ 为光学系统的起偏度，ε１＝（Ｒｓ－Ｒｐ）／（Ｒｓ＋Ｒｐ）。由仿真分析结果可知，系统起偏度

约为１．３％ ，且起偏度从中心视场至边缘视场逐渐增加，因此需要对系统进行标定。

图４　（ａ）光学系统设计模型；（ｂ）反射率仿真分析结果（６７０ｎｍ）

Ｆｉｇ．４　（ａ）Ｄｅｓｉｇｎ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ｂ）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６７０ｎｍ）

反射式光学系统的穆勒矩阵［１２］形式（忽略圆偏振分量，下同）为

ＭＲ（ω，φ）＝
１
２

Ｒｓ＋Ｒｐ Ｒｓ－Ｒｐ ０
Ｒｓ－Ｒｐ Ｒｓ＋Ｒｐ ０

０ ０ －２　ＲｓＲ槡 ｐｃｏｓ

熿

燀

燄

燅δ

， （６）

式中（ω，φ）为光学系统两个方向的视场。起偏度可表示为

ＭＲ（ε１，ω，φ）＝
Ｒｓ＋Ｒｐ
２

１ ε１ ０

ε１ １　 ０

０　 ０　 １－ε槡

熿

燀

燄

燅２１

。 （７）

　　光学系统中不同视场对应的起偏度和起偏角度各不相同，因此将上述穆勒矩阵两边分别与旋转矩阵［１０］

Ａ（－θ１）、Ａ（θ１）相乘（θ１为各视场点的起偏角度），得到反射式光学系统的穆勒矩阵为

ＭＲ（θ１，ε１，ω，φ）＝
Ｒｓ＋Ｒｐ
２

１ ε１ｃｏｓ　２θ１ ε１ｓｉｎ　２θ１

ε１ｃｏｓ　２θ１ ｃｏｓ２２θ１＋ １－ε槡 ２
１ｓｉｎ２２θ１ （１－ １－ε槡 ２

１）ｃｏｓ　２θ１ｓｉｎ　２θ１

ε１ｓｉｎ　２θ１ （１－ １－ε槡 ２
１）ｃｏｓ　２θ１ｓｉｎ　２θ１ ｓｉｎ２２θ１＋ １－ε槡 ２

１ｃｏｓ２２θ

熿

燀

燄

燅１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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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起偏度及起偏角度都与视场（ω，φ）有关，不同视场对应不同的像元坐标（ｉ，ｊ），因此每个像元都对应

一个穆勒矩阵ＭＲ（θ１，ε１，ω，φ）ｉ，ｊ。
根据偏振辐射传递理论，系统入瞳处目标光束的斯托克斯矢量Ｓｉｎ ＝ ［Ｉ　Ｑ　Ｕ］Ｔ，到达探测器的出射

光的斯托克斯矢量Ｓｏｕｔ＝ＭＰ（ε２，θ）×ＭＲ（θ１，ε１，ω，φ）×Ｓｉｎ，偏振传递示意图如图５所示。

图５　偏振辐射传递示意图

Ｆｉｇ．５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令ｔ２ｘ（Ｒｓ＋Ｒｐ）＝ｔ２ｓｙｓ，ｔ２ｓｙｓ为系统透射率，将Ｓｏｕｔ＝ＭＰ（ε２，θ）×ＭＲ（θ１，ε１，ω，φ）×Ｓｉｎ 展开后可得

Ｓｏｕｔ＝ｔ
２
ｓｙｓ

４

１＋ε２ （１－ε２）ｃｏｓ　２θ （１－ε２）ｓｉｎ　２θ
（１－ε２）ｃｏｓ　２θ （１－ε２）ｃｏｓ２２θ＋２εｓｉｎ２２θ （１－ε）２ｃｏｓ　２θｓｉｎ　２θ
（１－ε２）ｓｉｎ　２θ （１－ε）２ｃｏｓ　２θｓｉｎ　２θ （１－ε）２ｓｉｎ２２θ＋２

熿

燀

燄

燅ε
×

１ ε１ｃｏｓ　２θ１ ε１ｓｉｎ　２θ１

ε１ｃｏｓ　２θ１ ｃｏｓ２２θ１＋ １－ε槡 ２
１ｓｉｎ２２θ１ （１－ １－ε槡 ２

１）ｃｏｓ　２θ１ｓｉｎ　２θ１

ε１ｓｉｎ　２θ１ （１－ １－ε槡 ２
１）ｃｏｓ　２θ１ｓｉｎ　２θ１ ｓｉｎ２２θ１＋ １－ε槡 ２

１ｃｏｓ２２θ

熿

燀

燄

燅１

Ｉ
Ｑ
熿

燀

燄

燅Ｕ

。

（９）

　　探测器接收到的光强（即偏振片的出射光强）为

Ｉｏｕｔ＝ｔ
２
ｓｙｓ

４
（１＋ε２）（Ｉ＋ε１ｃｏｓ　２θ１Ｑ＋ε１ｓｉｎ　２θ１Ｕ）｛ ＋

（１－ε２）ｃｏｓ　２θ［ε１ｃｏｓ　２θ１Ｉ＋（ｃｏｓ２２θ１＋ １－ε槡 ２
１ｓｉｎ２２θ１）Ｑ＋（１－ １－ε槡 ２

１）ｃｏｓ　２θ１ｓｉｎ　２θ１Ｕ］＋

（１－ε２）ｓｉｎ　２θ［ε１ｓｉｎ　２θ１Ｉ＋（１－ １－ε槡 ２
１）ｃｏｓ　２θ１ｓｉｎ　２θ１Ｑ＋（ｓｉｎ２２θ１＋ １－ε槡 ２

１ｃｏｓ２２θ１）Ｕ ｝］。 （１０）

　　由于该偏振探测系统采用０°、６０°、１２０°３种偏振角度组合，将对应角度θ代入（１０）式，得到３个包含目

标斯托克斯参量Ｉ、Ｑ、Ｕ 的 联 立 方 程，求 解 方 程 组 即 可 得 到 目 标 斯 托 克 斯 参 量Ｉ、Ｑ、Ｕ 以 及 目 标 的 偏 振 度

Ｐｔａｒｇｅｔ及偏振相角σｏｒｉｅｎｔ：

Ｉ＝４
（Ｉ００＋Ｉ６０＋Ｉ１２０）（１－ε２）＋ 槡４　３ε１ｓｉｎ　２θ１（Ｉ１２０－Ｉ６０）＋６ε１ｃｏｓ　２θ１（１＋ε２）（Ｉ６０＋Ｉ１２０－Ｉ００）

３ｔ２ｓｙｓ（１＋ε２）（１－ε２）（１－ε２１）
，

Ｑ＝

４ε１ｃｏｓ　２θ１ １－ε槡 ２
１（１－ε２）（Ｉ００＋Ｉ６０＋Ｉ１２０）＋６（１＋ε２）［ε２１－１－ｃｏｓ２２θ１（ε２１－１＋ １－ε槡 ２

１）］（Ｉ００－Ｉ６０－Ｉ１２０）
３ｔ２ｓｙｓ（１＋ε２）（ε２－１）（１－ε２１）３／２

＋

槡２　３ｓｉｎ　４θ１（１＋ε２）（ε２１－１＋ １－ε槡 ２
１）（Ｉ１２０－Ｉ６０）

３ｔ２ｓｙｓ（１＋ε２）（ε２－１）（１－ε２１）３／２
，

Ｕ ＝４ε１ｓｉｎ　２θ１ １－ε槡 ２
１（ε２－１）（Ｉ００＋Ｉ６０＋Ｉ１２０）＋３ｓｉｎ　４θ１（１＋ε２）（１－ １－ε槡 ２

１）（Ｉ００－Ｉ６０－Ｉ１２０）
３ｔ２ｓｙｓ（１＋ε２）（１－ε２）（１－ε２１）３／２

＋

槡４　３（１＋ε２）［ｃｏｓ　２θ１（１－ε２１）＋ｓｉｎ２２θ１ １－ε槡 ２
１］（Ｉ６０－Ｉ１２０）

３ｔ２ｓｙｓ（１＋ε２）（１－ε２）（１－ε２１）３／２
，

Ｐｔａｒｇｅｔ＝ Ｑ２＋Ｕ（ ）２ ／Ｉ槡 ２，　σ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ａｎ（Ｕ／Ｑ）／２， （１１）

式中Ｉ００、Ｉ６０、Ｉ１２０分别为偏振轴取向为０°、６０°、１２０°时对应的偏振探测通道的光强。（１１）式即为该偏振探测

系统目标偏振参量的校正模型，待定校正参数包括系统的起偏度ε１、系统的起偏方向θ１、系统的透射率ｔ２ｓｙｓ以

及偏振片条带的消光比ε２。多通道系统透射率的绝对值较难精确测量，为了降低参数标定的难度，该系统偏

振探测通道仅需得到目标的偏振度Ｐｔａｒｇｅｔ和偏振相角σｏｒｉｅｎｔ，再结合强度探测通道得到目标的斯托克斯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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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得到该系统３个偏振探测通道中各像元的相对透射率ｔ－２ｓｙｓ。设强度探测通道得到目标的真实光强为Ｉ１，
则目标的斯托克斯参量Ｉ′、Ｑ′、Ｕ′可表示为

Ｉ′＝Ｉ１，　Ｑ′＝ ＰｔａｒｇｅｔＩ１
１＋ｔａｎ２（２σｏｒｉｅｎｔ槡 ）

，　Ｕ′＝ ＰｔａｒｇｅｔＩ１
１＋ｔａｎ２２σ槡 ｏｒｉｅｎｔ

ｔａｎ（２σｏｒｉｅｎｔ）。 （１２）

　　利用上述校正模型，可得到目标真实的斯托克斯参量。由于采用分别探测偏振参数与强度参数的方法，
系统校正参数的标定难度降低，测量精度提高。

４．２　校正参数的标定

标定系统中采用偏振方向连续变化的线偏振光（光强不变）正入射偏振探测系统，通过分析出射光的光

强，得到各个校正参数。标定系统示意图如图６所示。

图６　标定系统示意图

Ｆｉｇ．６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设入射线偏振光的光强为Ｉ０，偏振方向θ０，对应斯托克斯矢量Ｓｉｎ＝Ｉ０ １ ｃｏｓ２θ０ ｓｉｎ２θ［ ］０ Ｔ。由（１０）式

可得，入射线偏振光经偏振探测系统后，出射光强Ｉ′ｏｕｔ（θ０，θ）可表示为

Ｉ′ｏｕｔ（θ０，θ）＝
ｔ２ｓｙｓＩ０
８ ε２＋ｃｏｓ　２θ０［ε１ｃｏｓ　２θ１（１＋ε２）＋ｃｏｓ　２θ（ｃｏｓ２２θ１＋ １－ε槡 ２

１ｓｉｎ２２θ１）（１－ε２）｛ ＋

ｃｏｓ　２θ１ｓｉｎ　２θｓｉｎ　２θ１（１－ １－ε槡 ２
１）（１－ε２）］＋ｓｉｎ　２θ０［ε１ｓｉｎ　２θ１（１＋ε２）＋

ｓｉｎ　２θ（ｓｉｎ２２θ１＋ １－ε槡 ２
１ｃｏｓ２２θ１）（１－ε２）＋ｃｏｓ　２θ１ｃｏｓ　２θｓｉｎ　２θ１（１－ １－ε槡 ２

１）（１－ε２）］＋
ε１（１－ε２）（ｃｏｓ　２θｃｏｓ　２θ１＋ｓｉｎ　２θｓｉｎ　２θ１）＋ ｝１ 。 （１３）

　　在探测器进行暗电流校正以及响应非均匀性校正后，每个偏振测量通道测得的像元亮度值（ＤＮ值）均

为接收光强的正比例函数，设ＤＮ值为Ｎ。对于各个偏振探测通道的视场点，其ＤＮ值随入射线偏振光方向

θ０ 变化的关系均符合（１３）式的模型，利用该模型进行最小二乘法拟合，即可得到各像元对应的微偏振片消

光比ε２、离轴反射系统起偏度ε１ 以及离轴反射系统起偏角度θ１。
由（１３）式可 知，各 通 道 各 像 元 的 亮 度 值 近 似 为 一 种 余 弦 形 式，拟 合 后 可 得 到 对 应 的 振 幅 响 应 参 数

Ｎ′（ｉ，ｊ）［即表示ｔ２ｓｙｓＩ０（ｉ，ｊ）］，其中ｉ为偏振探测通道（ｉ＝１，２，３），ｊ为线阵探测器的像元（ｊ＝０对应中心像

元）。因偏振探测通道未经辐射定标，该参数以亮度值为单位。由于入射到各偏振通道的线偏振光强度相同，

利用（１４）式即可得到偏振探测系统各像元相对于第一个偏振探测通道中心像元的透射率ｔ－２ｉ，ｊ为

珋ｔ２ｉ，ｊ ＝Ｎ′ｉ，ｊ／Ｎ′１，０。 （１４）

　　强度探测通道的辐射定标可按分段线性拟合进行定标及非均匀性校正［１３］，在此不再赘述。

在上述多线阵分焦平面型偏振探测系统的校正参数标定方案中，消光比、起偏度等参数均可由拟合模型

直接得出，无须对偏振通道进行辐射定标及绝对透射率测量，其校正准确性较高。该系统可对非均匀性及起

偏效应进行准确校正，得到目标真实的偏振信息，从而为偏振信息的定量化应用提供基础。

５　实验验证
实验中利用同轴反射式光学系统的偏瞳使用模拟离轴反射光学系统，并在后焦面放置旋转偏振片（检偏

器）及探测器，构成离轴反射偏振探测系统。稳定光源先入射到积分球得到无偏光，再通过旋转偏振片（起偏

器）得到不同方向的线偏光（光强不变），从而得到实验所需的线偏光。由于光源经积分球后能量分散，为保

证较高的信噪比，需要能量密度高且光束口径小的入射光源，因此选用激光器（６７０ｎｍ）作为入射光源。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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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偏振片（起偏器）通过Ｎｅｗｐｏｒｔ精密旋转台控制，角度精度高于０．０８°。由于受激光器波长、偏振片通光孔

径及探测器像元数（单像元）的限制，仅标定某一视场点在波长为６７０ｎｍ处的起偏度及起偏角度，以验证该

标定方案。该标定系统装置图如图７所示。

图７　标定系统装置图

Ｆｉｇ．７　Ｓｅｔｕｐ　ｏｆ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实验过程：１）调整激光器、积分球、线偏振片（起偏器）及探测器，使它们共轴；２）测量经积分球后出射

光的偏振性，测量精度须达到０．７６％；３）切入反射式偏振探测系统，检偏器角度固定（以０°为例），将激光器、
积分球、线偏振片（起偏器）整体平移至偏瞳位置；４）控制Ｎｅｗｐｏｒｔ精密旋转台以带动起偏器每隔１°旋转一

次，连续变化３４０°并同步采集到达探测器的光强；５）每个偏振角度下采集３０组数据，并取平均值；６）移除

起偏器，利用该离轴反射偏振探测系统测量此时积分球出射无偏光的偏振度。实验结果及模型拟合曲线如

图８所示。

图８　实验数据及模型拟合曲线

Ｆｉｇ．８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ｌ　ｆｉｔｔｉｎｇ　ｃｕｒｖｅ

由拟合结果可知，该视场点在波长为６７０ｎｍ处的起偏度为７．９７％，起偏角度为３６°，检偏器的消光比为

１／２００，结合（１１）式，得到校正后入射无偏光的偏振度为０．８５％。

实验的测量精度受激光器的稳定性、积分球出射的无偏光偏振度、旋转线偏振片（起偏器）的消光比以及

到达探测器的光强信噪比的限制。探测光强信噪比较高，起偏器的消光比高于１／３００，导致积分球出射无偏

光的偏振性测量不确定度为０．４％，因此测量精度的限制因素仅为激光器的不稳定性。

由于受激光器波长宽度的限制，上述验证实验仅得到了模拟系统在６７０ｎｍ波长处的起偏度。当采用

高功率宽波段积分球光源作为无偏光源时，可得到所有波长共同作用下的起偏度。当入射光源的不稳定性

低于０．０５％时（稳压电源控制的卤钨灯不稳定性低于０．０１％），该校正方案得到的目标偏振度的不确定度低

于０．１％。

６　结　　论
针对偏振遥感探测的特点，选用了易于实现的多线阵分焦平面型实时偏振探测系统，分析了微偏振片消

光比对测量精度的影响，构建了离轴三反四线阵偏振探测系统的校正模型，制定了相应的参数标定方案，修

正了光学系统和偏振器件本身的非均匀性及起偏效应，得到了目标真实的偏振参数。该研究对偏振遥感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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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及目标反演具有重要意义。模拟及实验结果表明，该标定方案在受限于设备稳定性的情况下，测量精度可

达到０．５％，满足当前偏振探测精度的要求。

参 考 文 献

１　Ｇａｏ　Ｍｉｎｇ，Ｓｏｎｇ　Ｃｈｏｎｇ，Ｇｏｎｇ　Ｌｅｉ．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ｂｏｕｔ　ｒｏｕｇｈ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ｌｉｇｈｔ　ｓｃａｔｔｅｒｉｎｇ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ｐｏｌａｒｉｚｅｄ　ｂｉ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Ｊ］．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　Ｌａｓｅｒｓ，２０１３，４０（１２）：１２１３００２．
　　高　明，宋　冲，巩　蕾．基于偏振 双 向 反 射 分 布 函 数 的 粗 糙 面 光 散 射 偏 振 特 性 研 究［Ｊ］．中 国 激 光，２０１３，４０（１２）：

１２１３００２．
２　Ｚｈａｎ　Ｙｏｎｇｈｏｎｇ，Ｌｉｕ　Ｑｉｎｇ，Ｙａｎｇ　Ｄｉ，ｅｔ　ａｌ．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ｖｅ　ｉｎｄｅｘ　ｆｏｒ　ｒｏｕｇｈ－ｓｕｒｆａｃｅ　ｏｂｊｅｃｔｓ［Ｊ］．Ｏｐ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５，２３（８）：２１７８－２１８４．

　　战永红，刘　卿，杨　迪，等．表面粗糙材质的复折射率反演［Ｊ］．光学 精密工程，２０１５，２３（８）：２１７８－２１８４．
３　Ｃｒｅｍｅｒ　Ｆ，ｄｅ　Ｊｏｎｇ　Ｗ，Ｓｃｈｕｔｔｅ　Ｋ．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ｏ　ｓｕｒｆａｃｅ－ｌａｉｄ　ａｎｔｉ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
ｌａｎｄｍｉｎｅｓ［Ｊ］．Ｏｐｔ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２，４１（５）：１０２１－１０３２．

４　Ｗａｎｇ　Ｘｉａ，Ｘｉａ　Ｒｕｎｑｉｕ，Ｊｉｎ　Ｗｅｉｑｉ，ｅｔ　ａ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Ｊ］．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ａｎｄ
Ｌａｓｅｒ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４，４３（１０）：３１７５－３１８２．

　　王　霞，夏润秋，金伟其，等．红外偏振成像探测技术进展［Ｊ］．红外与激光工程，２０１４，４３（１０）：３１７５－３１８２．
５　Ｒａｔｌｉｆｆ　Ｂ　Ｍ，ＬａＣａｓｓｅ　Ｃ　Ｆ，Ｔｙｏ　Ｊ　Ｓ，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ｆｏｒ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ＩＦＯＶ　ａｒｔｉｆａｃｔｓ　ｉｎ　ｍｉｃｒｏｇｒｉｄ　ｐｏｌａｒｉｍｅｔｅｒ　ｉｍａｇｅｒｙ
［Ｊ］．Ｏｐｔｉｃｓ　Ｅｘ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９，１７（１１）：９１１２－９１２５．

６　Ｂｒｏｃｋ　Ｎ　Ｊ，Ｋｉｍｂｒｏｕｇｈ　Ｂ　Ｔ，Ｍｉｌｌｅｒｄ　Ｊ　Ｅ．Ａ　ｐｉｘｅｌａｔｅｄ　ｐｏｌａｒｉｚｅｒ－ｂａｓｅｄ　ｃａｍｅｒａ　ｆｏｒ　ｉｎｓｔａｎｔａｎｅｏｕｓ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ｒｉｃ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Ｃ］．ＳＰＩＥ，２０１１，８１６０：８１６００Ｗ．

７　Ｄｉｎｅｒ　Ｄ　Ｊ，Ｃｈｉｐｍａｎ　Ｒ　Ａ，Ｂｅａｕｄｒｙ　Ｎ　Ａ，ｅｔ　ａｌ．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ｍｕｌｔｉａｎｇｌｅ，ｍｕｌｔｉ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ａｎｄ　ｐｏｌａｒｉｍｅｔｒｉｃ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ｆｏｒ　ａｅｒｏｓｏｌ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ｓｐａｃｅ［Ｃ］．ＳＰＩＥ，２００５，５６５９：８８－９６．

８　４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Ｐｏｌａｒ　ｃａｍ　ｓｎａｐ　ｓｈｏｔ　ｍｉｃｒｏｐｏｌａｒｉｚｅｒ　ｃａｍｅｒａｓ［ＥＢ／ＯＬ］．（２０１６－０２－１５）［２０１６－０５－１０］．ｈｔｔｐ：／／ｗｗｗ．
４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ｏｍ／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ｐｏｌａｒｃａｍ．ｐｈｐ．

９　Ｔｙｏ　Ｊ　Ｓ，ＬａＣａｓｓｅ　Ｃ　Ｆ，Ｒａｔｌｉｆｆ　Ｂ　Ｍ．Ｔｏｔａｌ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ｅｒｒｏｒｓ　ｉｎ　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ｍａｇｅｒｙ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ｍｉｃｒｏｇｒｉｄ　ｐｏｌａｒｉｍｅｔｅｒｓ［Ｊ］．Ｏｐｔｉｃｓ　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０９，３４（２０）：３１８７－３１８９．

１０　Ｌｉａｏ　Ｙａｎｂｉａｏ．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ｐｔｉｃｓ［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３：５８．
　　廖延彪．偏振光学［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５８．
１１　Ｓｈｉ　Ｓｈｕｎｘｉａｎｇ，Ｗａｎｇ　Ｘｕｅｅｎ，Ｌｉｕ　Ｊｉｎｓｏｎｇ．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ｏｐ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ｏｐｔｉｃｓ［Ｍ］．Ｘｉ′ａｎ：Ｘｉｄｉ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

３３－３４．
　　石顺祥，王学恩，刘劲松．物理光学与应用光学［Ｍ］．西安：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３３－３４．
１２　Ｂａｓｓ　Ｍ．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ｏｐｔｉｃｓ［Ｍ］．Ｎｅｗ　Ｙｏｒｋ：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２００９：１４，２１．
１３　Ｔｈｉｅｒｒｙ　Ｂ　Ｄ，Ｙｖｅｓ　Ａ，Ｌａｈｅｒｒｅｒｅ　Ｊ　Ｍ，ｅｔ　ａｌ．Ｐｒｅｆｌｉｇｈｔ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ＬＤＥＲ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Ｃ］．ＳＰＩＥ，１９９３，２５５３：

２１８－２３１．

１１２８００３－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