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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光粗跟踪成像镜头光机结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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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 长春 130033)

摘 要: 为某在研地基光学望远镜设备设计了 300 mm 口径的可见光粗跟踪成像镜头的光机结构。采用弯月形结构优化使主

镜重量减少了 41． 2%。针对传统胶粘接固定结构的不足提出了采用弹性压紧方式的主镜支撑结构，采用 Patran 有限元仿真软

件对不同倾角、不同温度状态下，带支撑的主镜面形精度进行了分析; 制定了装调方案，室内采用 Zygo 干涉仪检测带支撑的主

镜面形精度检测结果为 0． 04λ( ＲMS) ，可见光波长 λ 的设计参考值为 0． 633 μm，长焦端和短焦端的系统波像差均为 0． 132λ
( ＲMS) ; 室内采用平行光管进行星点检验、分辨率检验和外场对北极星成像试验结果显示，系统成像质量满足设备要求; 验证

了主镜支撑结构和镜头光机结构设计的合理性，为研制同类型镜头的光机结构提供了设计依据和技术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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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o-mechanical structure design of visible light rough
tracking and imaging lens

Wang Huai，Dai Shuang，Fan Lei，Zhao Yongzhi

( Changchun Institute of Optics，Fine Mechanics and Physics，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Changchun 130033，China)

Abstract: The opto-mechanical structue of 300mm aperture visible light rough tracking and imaging lens was designed for a certain
developing ground base optical telescope． The concave mirror structure contouring the rear surface was optimized and the primary mirror
weight was reduced by 41． 2% ． Aiming at the deficiencies of the conventional cementing structure，the new primary mirror supporting
structure with elastic compression was adopted． The Patran finite element method ( FEM) simulation software was adopted to analyze the
accuracy of the primary mirror surface figure with supporting structure at different tilt angle positions and different temperatures． The
installation and test scheme was designed，Zygo interferometer was used to test the accuracy of the primary mirror surface figure with
supporting structure indoor; and the test result of the surface figure is 0． 04λ ( ＲMS) ，the design reference value of the visible light wave
length λ is 0． 633 nm and the wavefront aberrations of the optical system both for long-focus lens and short-focus lens are 0． 132λ
( ＲMS) ． The test results of the indoor collimator star test，resolution test and outdoor polaris imaging test indicate that the system
imaging quality meets the telescope requirement． The results verify the reasonability of the new primary mirror supporting structure and
lens opto-mechanical structure design，which provides the design basis and technical path for developing the opto-mechanical structure of
similar lenses．
Keywords: visible lens; imaging; primary mirror supporting; opto-mechanical structure

1 引 言

大口径光学望远镜在地基光电测量设备中发挥着重

要的作用，其主口径一般为 1 ～ 10 m，由于主光学系统的

视场较小，一般为十几至几十角分，因此设备上常配备有

300 mm 以下口径可见光波段的镜头，视场一般在 1°以

上，用于对不同背景下空中目标实现快速捕获以及监

视［1-5］。为实现结构紧凑，这类镜头一般采用反射镜作为

主镜，支撑方式常采用被动支撑结构［6-8］。为减轻设备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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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在保持足够刚性的同时常对主镜进行轻量化设计，并

尽可能采用简洁的机械结构，因此对镜面的支撑结构设

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传统的可见光粗跟踪镜头仅实现对目标的捕获，系

统精度要求不高，而某在研光学望远镜项目还有对目标

成像的需求，因此需要更合理的光机结构设计［9-10］来保

证镜 头 的 光 学 系 统 达 到 较 高 的 成 像 质 量。本 文 对

300 mm口径的可见光粗跟踪成像镜头的光机结构设计

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 针对传统主镜粘胶固定的支

撑方法存在的粘接强度不均匀、对温度变化敏感等问

题，提出了改进的支撑结构; 在室内采用平行光管进行

星点检验和分辨率检验，并在外场进行了对北极星的

成像试验。

2 光机设计

2． 1 光学设计

300 mm 可见光粗跟踪成像镜头的采用一次成像折

反结构，在校正像差的同时尽可能提高光学效率，如图

1 所示。光束经过主、次镜，由调焦镜组准直和消像差

后出射平行光，并采用滤光片提高不同天空背景下的

信噪比，然后通过切换长焦和短焦的变倍镜组实现两

档焦距 和 视 场 的 改 变。镜 头 的 主 要 光 学 设 计 参 数 如

表 1所示。

图 1 光学系统方案

Fig． 1 Optical system scheme

表 1 主要光学设计参数

Table 1 Major optical design parameters of the lens

光学参数名称 设计值

通光口径 /mm 300

焦距 /mm 600( 短焦) /1 200( 长焦)

视场角 / ( ° ) 1． 1( 短焦) / /0． 55( 长焦)

工作波段 /nm 500 ～ 850

分辨率 / ( lp·mm －1 ) 60( 短焦和长焦)

其中，主镜反射面为双曲面形式的非球面，其表达式

为:

s( r) = Cr2

1 + 1 － ( 1 + k) C2 r槡 2
( 1)

C = 1 /Ｒ ( 2)

r2 = x2 + y2 ( 3)

式中: C 为表面曲率; Ｒ 为基圆的曲率半径，Ｒ = －750 mm;

r 为极坐标; k 为二次曲面系数，k = －1． 251 6。主镜其他

相关设计参数为如表 2 所示。
表 2 主镜相关设计参数

Table 2 Ｒelated design parameters of the primary mirror
( mm)

参数名称 参数值

外径 305

内径 114

厚度 49． 4

后表面半径 283

主镜背部通过加工成弯月形结构实现轻量化设计，

有利于降低在镜筒不同仰角情况下主镜自重对面形精度

产生的影响。主镜背部弯月形结构优化设计的相关内容

限于篇幅，将由后续文章论述，在此仅列出主要参数的计

算公式［11］。优化结果相对背面为平面的镜体重量减少

了 41． 2%。
Ｒ2 = Ｒ1 + tA ( 4)

S1 = Ｒ1 － ［Ｒ2
1 － ( DG /2) 2］1 /2 ( 5)

S2 = Ｒ2 － ［Ｒ2
2 － ( DG /2) 2］1 /2 ( 6)

tE1 = tA + S1 ( 7)

tE2 = tA + S1 － S2 ( 8)

VB = πＲ2
2 tE1 － ( π /3) ( S2

1 ) ( 3Ｒ1 － S1 ) ( 9)

VM = VB － π( DG /2) 2S2 + ( π /3) ( S2
2 ) ( 3Ｒ2 － S2 )

( 10)

式中: Ｒ1 为 前 表 面 曲 率 半 径，Ｒ2 为 后 表 面 曲 率 半 径。
DG、tA、tE1、tE2、S1、S2 为外形相关几何参数，具体如图 2 所

示。VM 为背部弯月形减重后的体积; VB 为背部弯月形减

重前的体积。

图 2 背部弯月形反射镜的减重计算参数

Fig． 2 Parameter calculation of the concave mirror
with weight reduced by contouring the rear surface

影响系统最终成像质量的主要因素是主、次镜构成

的二次反射光学结构，焦距 1 743 mm，如图 3 ( a) 所示。



1192 仪 器 仪 表 学 报 第 3 8 卷

主、次镜光学加工后期的精磨阶段也是两者配合进行，而

且系统装调阶段的关键步骤也是对主、次镜的装调。因

此分析光轴上点的成像质量接近衍射极限，其传递函数

如图 3( b) 所示。

图 3 主、次镜系统的光学设计分析

Fig． 3 Optical design and analysis of the primary mirror
and secondary mirror system

2． 2 光机结构设计

系统光机结构主要包括镜筒组件( 含主次镜) 、调焦

机构、滤光机构、变倍机构和 CCD 调整机构 5 个部分，如

图 4 所示。镜筒组件为主、次镜的支撑结构、窗口玻璃等

提供机械接口，保持光学间距; 调焦机构使调焦镜组能够

补偿由于环境温度和物距变化产生的离焦; 滤光机构通

过切换多档滤光轮提高系统在不同天空背景下的信噪

比: 变倍机构根据目标的远近采用短焦( 大视场) 和长焦

( 小视场) 切换实现对天空目标的快熟捕获和清晰成像;

CCD 调整机构为成像器件提供调整平台。

图 4 300 mm 可见光粗跟踪成像镜头光机结构方案
Fig． 4 Opto-mechanical structural scheme of 300 mm

visible light coarse tracking and imaging lens

3 主镜支撑结构设计

由于系统在室外对天空不同位置目标进行观测，因

此整套系统的重点在于在不同温度以及不同仰角情况

下，主镜的支撑结构设计能否保证主镜面形精度。

3． 1 方案设计

传统的小口径反射镜安装常采用胶粘主镜-芯轴结

构，如图 5( a) 和( b) 所示。在芯轴上与反射镜对应的配

合位置设计有柱面粘接环带，并且加工出圆周均布的倒

胶槽，如图 5 ( c) 所示，用于流胶和干胶。粘胶位置包括

芯轴的柱面与反射镜的内孔。芯轴第一轴肩与前段法兰

的间距尺寸 A 比反射镜上对应的内孔尺寸 B 长 0． 3 mm，

当后端用 2 个锁紧螺母将背板固定在芯轴第一轴肩上

时，反射镜仍可绕芯轴旋转，防止芯轴前端起保护作用的

法兰对镜面施加压力引起镜面变形。

图 5 传统的小口径反射镜支撑结构

Fig． 5 Traditional small aperture concave reflection
mirror supporting structure

由于该结构完全靠胶来限制反射镜的 6 个自由度，

粘胶过程为人工操作，芯轴与反射镜内孔柱面配合间

隙很小，一 般 为 几 十 微 米，很 容 易 存 在 粘 接 强 度 不 均

匀、对温度变化敏感等问题，而且胶不可避免的会流到

反射镜后表面的环带与背板之间，两者热膨胀系数的

差异会导致镜面面形随温度变化而明显变差。一旦粘

接失败需要很长时间脱胶及重新粘胶，严重影响项目

研制周期。
因此设计了弹性压紧方式的改进结构，如图 6 ( a) 和

( b) 所示，包括带有高精度环带的芯轴、3 个扇形压板、3
块硅橡胶垫、双侧带有扇形凸台的垫环、背板和两个锁紧

螺母。高精度环带的剖面为圆弧形，如图 6( c) 标记 Ｒ 位

置所示，反射镜可以绕环带进行二维摆动、轴向移动以及

切向旋转。靠近反射镜前面的 3 块扇形压板环带上粘有

软质硅橡胶垫，通过硅橡胶垫产生的预变形，与靠近反射

镜背面的主镜垫环上的 3 段扇形环带共同施加压紧力和

静摩擦力，约束反射镜的二维摆动、轴向移动以及切向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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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通过限制反射镜的 6 个自由度实现对其的精确定

位，保证反射镜在不同俯仰角度下的面形不受影响，并且

在运输工况下能够耐受轻微的冲击振动。

图 6 改进的小口径反射镜支撑结构

Fig． 6 Improved small aperture concave reflection
mirror supporting structure

压板、芯轴以及垫环材料采用定制的 4J32 殷钢，其

热膨胀系数为 0． 07 × 10 －6 /℃，反射镜采用的微晶材料热

膨胀系数为 0． 1 × 10 －6 /℃，两者较为接近，通过设计合理

的径向配合间隙，能够保证在较宽的温度变化范围内，芯

轴的膨胀收缩不影响反射镜的面形精度。

3． 2 仿真分析

采用 UG 软件对包含主镜的支撑结构建模，并采用

Patran 软件对不同位置、不同温度下带支撑的主镜面形

进行仿真，有限元模型如图 7 所示。

图 7 主镜支撑结构的有限元模型

Fig． 7 Finite-element model of the primary mirror
supporting structure

首先对 20℃条件下，0°、45°和 90°状态下的主镜支

撑结构进行仿真，镜面变形云图分别如图 8 ( a) ～ ( c)

所示，经过对数据的后处理得到对应的面形精度均方

根 ( root mean square，ＲMS ) 值 分 别 为 2． 53、3． 26、
3． 86 nm，均远小于可见光波长的参考设计值 0． 63 μm，能

够满足设备的使用要求。其中，0°时面形精度较高，因为

此时支撑力沿主镜刚度较好的径向施加，而 90°是面形精

度较低，因为此时支撑力沿主镜刚度较差的轴向施加。

图 8 不同角度位置的主镜镜面变形云图( 20℃ )

Fig． 8 Primary mirror deforming contour at
different angle positions ( 20℃ )

然后对 －35 ～ + 65℃下，45°倾斜位置的主镜支撑结

构进行仿真，镜面面形精度结果如表 3 所示。可见，在

15℃时镜面面形精度较好，因为这与主镜在室内的装调

温度 18℃较为接近，而以 15℃为中心，升温和降温对镜

面的面形影响近似对称，也说明支撑结构中芯轴随温度

的变化不会对主镜的面形精度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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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在不同温度下的主镜镜面面形精度( 45°位置)

Table 3 Primary mirror surface figure accuracy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s ( 45° titled position)

温度 /℃ 面形精度 ＲMS /nm

65 5． 52

55 4． 41

45 3． 31

35 2． 21

25 1． 10

15 2． 48 × 10 －7

5 1． 10

－ 5 2． 21

－ 15 3． 31

－ 25 4． 41

－ 35 5． 52

最后，模拟室外观测北极星的状态，倾角 43°，温度 －
20℃下的仿真结果，镜面变形云图如图 9 所示，经过对数

据的后处理得到对应的面形精度 ＲMS 值为 6． 71 nm，远

小于可见光波长的参考设计值 0． 63 μm，能够满足设备

的使用要求。

图 9 43°倾斜位置 － 20℃条件下的变形云图

Fig． 9 Primary mirror deforming contour at 43°
tilted position and － 20℃ condition

4 装调方案和检测结果

4． 1 装调方案

镜头光学元件和机械零件加工完成后，需要制定合

理的装调方案和严格合理的检测方法，通过在室内和室

外检定光学系统的成像质量等各项指标［12-15］。针对本文

设计的系统制订了装调方案:

1) 装配主镜支撑结构，并通过选用适当的硅橡胶垫

改变压板对反射镜中心孔前台阶环带的压紧力，采用

Zygo 干涉仪、补偿器检测带支撑主镜面形，如图 10 所示;

图 10 带支撑主镜面形检测方案

Fig． 10 Surface figure accuracy test scheme of the
primary mirror with supporting structure

2 ) 将主镜调转 180°方向，安装次镜，在出光方向放

置标准平面镜，在主、次镜系统的主点位置放置干涉仪检

测主次镜波像差，并调整次镜支撑机构，如图 11 所示;

图 11 主、次镜联合波像差检测方案

Fig． 11 Wavefront aberration test scheme of the
primary mirror combining with secondary mirror

3) 安装并调整调焦机构，保证调焦机构机械轴线与

主光轴同轴;

4) 安装变倍机构，调整长焦和短焦镜座，采用平面镜

和干涉仪检测系统波像差;

5) 安装 CCD 及计算机终端，将系统放置在平行光管

前端，通过 CCD 对星点和鉴别率板的成像判定系统成像

质量和分辨率是否满足要求，如图 12 所示;

图 12 系统星点和分辨率检测方案

Fig． 12 System star test and resolution test sc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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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室外与望远镜设备装配，然后进行对北极星成

像检测。

4． 2 室内检测结果

在室内温度 20℃条件下，采用 Zygo 干涉仪检测带支

撑结构的主镜面形精度，如图 13 ( a) 所示，结果为 0． 04λ
( ＲMS) ，接近主镜加工的面形精度 0． 033λ( ＲMS) ，可见

光波长 λ 的设计参考值为 0． 633 μm，说明主镜支撑结构

设计较合理。装调次镜后检测主、次镜联合波像差为

0． 114λ( ＲMS) ，如图 13( b) 所示。

图 13 主、次镜波像差的检测结果

Fig． 13 Wavefront aberration test results of primary
mirror and second mirror

当调焦机构、滤光机构和变倍机构装调完毕后，检测

长、短焦端光学系统的波像差均为 0． 132λ ( ＲMS) ，分别

如图 14 所示。

图 14 长、短焦端光学系统波像差检测结果

Fig． 14 Wavefront aberration test results of the optical
system with long-focus lens and short-focus lens

将镜头在室内对准平行光管进行星点检测，长焦端

和短焦端结果分别如图 15 所示，可见长焦端星点像较

圆，短焦端星点像略差，但可接受。

图 15 镜头在室内对平行光管星点检测结果

Fig． 15 Indoor collimator star test results of the lens

镜头在室内平行光管上进行的分辨率检测，长焦端

和短焦端结果分别如图 16 所示，通过折算，能够满足长

焦和短焦端 60 lp /mm 的设计要求。

图 16 镜头在室内对平行光管分辨率检测结果

Fig． 16 Indoor collimator resolution test results
of the lens

4． 3 外场试验结果

系统完成室内检测后，运抵外场与望远镜机架装配，

如图 17 所示。在倾角 43°，环境温度为 － 20℃的状态下

进行对北极星的成像检测，长焦端和短焦端的检测结果

分别如图 18 所示，成像较为清晰，像点圆度较为比较理

想，说明改进结构能够满足设备的设计要求。

图 17 外场装机试验

Fig． 17 Outdoor installation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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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镜头在外场对北极星成像检测结果

Fig． 18 Outdoor polaris imaging test results of the lens

5 结 论

本文为某在研地基光学望远镜设备设计了 300 mm
可见光粗跟踪成像镜头的光机结构。采用弯月形结构优

化使主镜重量减少了 41． 2%。针对传统粘接芯轴的支

撑结构容易存在粘接强度不均匀、对温度变化敏感等问

题，提出了采用弹性压紧方式的主镜支撑结构。
采用 Patran 有限元仿真软件对不同倾角、不同温度

状态下，带支撑的主镜面形精度进行了分析; 制定了装调

方案，采用 Zygo 干涉仪检测带支撑的主镜面形精度为

0． 04λ( ＲMS) ，可见光波长 λ 的设计参考值为 0． 633 nm，

长焦端和短焦端的系统波像差均为 0． 132λ( ＲMS) ; 室内

对平行光管星点检验、分辨率检验和外场对北极星成像

试验结果显示，系统成像质量较理想，工作稳定可靠，满

足系统的使用要求。
通过软件仿真、室内像质检测和外场对恒星成像的

检测，验证了主镜支撑结构和系统光机结构设计的合理

性。为研制同类型镜头的光机结构提供了设计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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