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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解决传统光电侦察平台外露球形结构增大飞机雷达散射截面的问题，提出一种采取双反射镜绕俯仰轴

和方位轴旋转实现大角度扫描的方法，该 扫 描 方 式 的 外 露 尺 寸 小，可 与 载 机 进 行 共 形 设 计 以 保 证 飞 机 隐 身 性 能。

基于光反射矢量理论，对扫描系统成像特性进行了研究，对 双 反 射 镜 绕 俯 仰 轴 和 方 位 轴 旋 转 所 产 生 的 像 旋 进 行 了

定量分析，得出了像旋角大小和方向与双反射镜旋转角度和方向的确切关系，并以此作为像旋补偿的理论依据，提

出一种通过控制消旋棱镜消除像旋的双向控制方法，实现扫描镜与消旋机构的严格协同运动。通过成像实验进行

了验证，消除了所产生的像旋，计算可得消旋精度均方根值小于８′，实现了较高精度光学消像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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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现代战争中为保证战机在日益复杂的战场环境下取得作战优势，战机隐身性能至关重要。根据雷达距

离公式，雷达探测距离与目标雷达散射截面（ＲＣＳ）的４次方根成正比，即目标ＲＣＳ下降１／１０时雷达探测距

离降低一半左右［１－４］，所以对于隐身飞机来说，要尽可能地消除飞机表面各种突出物、鼓包，以最大限度地减

小作战飞机的ＲＣＳ。由于隐身技术的运用，雷达的效能明显下降，空战中光电系统的作用显著增强。传统

机载光电侦察系统多为球形结构，工作时必须将球体伸出机身外进行侦察，这种鼓包物会大大增加飞机的

ＲＣＳ，严重影响飞机隐身性能。为满足飞机隐身性能要求，提出一种采取两个反射镜绕俯仰轴和方位轴旋转

的方法实现大角度扫描，以此实现光电侦察系统内藏式设计，从而保证飞机隐身性能。采用两个前置４５°反

射镜实现大角度扫描，由于外露尺寸小，因而能满足隐身要求，但该扫描方式会造成物方反射像方向的改变，

使像面旋转，严重影响成像质量及跟踪精度，因此必须进行消旋控制。

消除像旋一般有图像消像旋、光学消像旋两种方法。图像消旋是采用数字图像处理的方法对图像传感

器所拍图像进行旋转，通过精确给出旋转后图像与原图像的坐标转换关系实现图像消旋［５－６］。由于图像消旋

算法不可避免地会引起能量损失，一般情况下不予采用。光学消旋是利用道威棱镜或Ｋ镜保持转角为像旋

角的一半，从而消除像旋［７－８］，或者不使用消旋棱镜而直接转动ＣＣＤ或ＣＭＯＳ等探测器组件，使探测器组件

的角位置、角速 度 与 扫 描 镜 的 扫 描 运 动 同 步，从 而 消 除 像 旋［９］。由 于 光 电 侦 察 系 统 包 含 可 见 光、红 外、

１．０６μｍ多个谱段，若选择旋转探测器方案，则必须采用３个旋转组件，这会导致系统体积大、可靠性差，所以

不采用。Ｋ镜消像旋是采用３个反射镜排成Ｋ形进行光路旋转，在较小视场下光学配准困难，并且体积较

大，一般不用于航空领域对体积、重量要求严格的场合。经过分析，在可见光、红外、１．０６μｍ激光共光路中

设置一个道威棱镜进行消旋是最优方案，一方面光束经过前置望远系统缩束后口径较小，道威棱镜尺寸小，

便于加工、装调，另一方面放置一个消旋棱镜可实现可见光、红外、１．０６μｍ三个谱段同时消除像旋，有利于

缩小系统体积。

２　扫描系统像旋特性分析

图１ 光电侦察系统内藏式扫描结构

Ｆｉｇ．１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ｌｙ　ｍｏｕｎｔｅｄ　ｓｃａｎｎ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ｏｐｔｉｃａｌ　ｒｅｃｏｎ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扫描结构如图１所示，反射镜１绕水平轴旋转实现俯仰大角度扫描，反射镜１和２整体绕方位轴旋转实

现方位大角度扫描。这种扫描结构只需 露 出 反 射 镜 通 光 口 径 部 分，外 露 尺 寸 很 小，可 大 大 减 小 飞 机ＲＣＳ。

根据最大探测距离与目标ＲＣＳ的４次方根成正比的关系，原球形光电侦察平台鼻锥方向的ＲＣＳ初始值为

０９０８０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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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ｍ２，采用内藏式扫描结构使ＲＣＳ降低１０ｄＢ，即达到０．１ｍ２，则雷达的探测距离将缩短到原来的５６％。由

此可见，与传统球形光电平台相比，内藏式扫描结构光电侦察系统大大提高了飞机的隐身性能。

内藏式扫描系统扫描时会造成物方反射像的方向发生改变，使像面旋转，像旋会使成像在探测器靶面的

图像发生像移，影响成像质量和跟踪精度，因此必须消除像旋。

为定量分析扫描系统的成像特性，需要用到两个重要公式［１０］，即镜面反射作用表达式和矢量转动公式。

镜面反射作用的解析表达式为

Ａ１＝（Ｅ－２ＮＮＴ）Ａ０＝ＲＡ０， （１）

式中Ａ０ 为入射光线矢量，Ａ１ 为出射光线矢量，Ｅ 为单位矩阵矢量，Ｎ 为反射镜法线方向的单位矢量。

设Ｎ＝［Ｎｘ，Ｎｙ，Ｎｚ］Ｔ，代入（１）式，则有

Ｒ＝

１－２　Ｎ２
ｘ －２　ＮｘＮｙ －２　ＮｘＮｚ

－２　ＮｘＮｙ １－２　Ｎ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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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ＮｘＮｚ －２　ＮｙＮｚ １－２　Ｎ２
ｚ

烄

烆

烌

烎

， （２）

式中Ｒ为光矢量的反射矩阵。

矢量Ｂ绕转轴单位矢量Ｐ转动角度ξ成为矢量Ｂ′，即

Ｂ′＝ＳＰξＢ， （３）

式中ＳＰξ为矢量Ｂ′绕Ｐ转动角度ξ的转动矩阵。设Ｐ＝［Ｐｘ，Ｐｙ，Ｐｚ］Ｔ，则

ＳＰ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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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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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ξ
２

Ｐｘｓｉｎξ＋２ＰｙＰｚｓｉｎ
２ξ
２

ｃｏｓξ＋２Ｐ
２
ｚｓｉｎ２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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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扫描反射镜成像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ｓｃａｎｎｉｎｇ　ｒｅｆｌｅｃｔｏｒｓ

式中ξ为角度，其正负号由右手法则确定。

下面分析地面物体在焦平面上所成的像在两个反射镜同时对地扫描时的运动规律。如图２所示，在扫

描反射镜覆盖范围内的任一物体ＯＡ 经过反射镜１和反射镜２在焦面上所成的像为Ｏ′Ａ′，物、像空间坐标

系ｘｙｚ、ｘ′ｙ′ｚ′一致。反射镜１的单位法线矢量为

Ｎ０＝［ｓｉｎ　４５°，０，ｃｏｓ　４５°］Ｔ＝ 槡２
２
，０，槡２
２［ ］Ｔ。 （５）

反射镜２的单位法线矢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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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１＝［－ｓｉｎ　４５°，０，－ｃｏｓ　４５°］Ｔ＝ －槡２２
，０，－槡２２［ ］Ｔ。 （６）

　　当反射镜１和反射镜２没有发生转动时，

Ａ＝［ｘ０，ｙ０，０］Ｔ。 （７）

经过反射镜１后，

Ａ′＝（Ｅ－２Ｎ０ＮＴ
０）［ｘ０，ｙ０，０］Ｔ＝

　０ ０ －１
　０　１ 　０
－１　０ 　０

烄

烆

烌

烎

ｘ０
ｙ０
０

熿

燀

燄

燅

＝
　０
　ｙ０
－ｘ０

烄

烆

烌

烎

。 （８）

经过反射镜２后，

Ａ″＝（Ｅ－２　Ｎ１ＮＴ
１）［０，ｙ０，－ｘ０］Ｔ＝

　０ ０ －１
　０　１ 　０
－１　０ 　０

烄

烆

烌

烎

　０
　ｙ０
－ｘ０

熿

燀

燄

燅

＝

ｘ０
ｙ０
０

烄

烆

烌

烎

。 （９）

当反射镜１绕ｘ轴转过角度θ时，

Ｓｘ，θ＝
１　 ０　 ０
０ ｃｏｓθ －ｓｉｎθ
０ ｓｉｎθ ｃｏｓθ

烄

烆

烌

烎

， （１０）

则

Ａθ＝Ｓｘ，θＡ＝
１　 ０　 ０
０ ｃｏｓθ －ｓｉｎθ
０ ｓｉｎθ ｃｏｓθ

烄

烆

烌

烎

ｘ０
ｙ０
０

熿

燀

燄

燅

＝

ｘ０
ｙ０ｃｏｓθ
ｙ０ｓｉｎθ

烄

烆

烌

烎

， （１１）

Ｎ′０＝Ｓｘ，θＮ０＝
１　 ０　 ０
０ ｃｏｓθ －ｓｉｎθ
０ ｓｉｎθ ｃｏｓθ

烄

烆

烌

烎

槡２
２
０

槡２
２

熿

燀

燄

燅

＝

槡２
２

－槡２２ｓｉｎθ

槡２
２
ｃｏｓθ

烄

烆

烌

烎

， （１２）

Ａ′θ＝（Ｅ－２Ｎ１ＮＴ
１）（Ｅ－２Ｎ′０Ｎ′Ｔ０）Ａθ＝

　０ ０ －１
　０　１ 　０
－１　０ 　０

烄

烆

烌

烎

０ ｓｉｎθ －ｃｏｓθ
ｓｉｎθ ｃｏｓ２θ ｓｉｎθｃｏｓθ
－ｃｏｓθ ｓｉｎθｃｏｓθ ｓｉｎ２θ

烄

烆

烌

烎

ｘ０
ｙ０ｃｏｓθ
ｙ０ｓｉｎθ

烄

烆

烌

烎

。

（１３）

计算可得

Ａ′θ＝

ｘ０ｃｏｓθ－ｙ０ｓｉｎθ
ｘ０ｓｉｎθ＋ｙ０ｃｏｓθ

０

烄

烆

烌

烎

。 （１４）

　　对比Ａ′θ及Ａ″，设ＭＡ″＝Ａ′θ，Ｍ 为Ａ″与Ａ′θ的转换矩阵，

Ｍ ＝
ｃｏｓθ －ｓｉｎθ ０
ｓｉｎθ ｃｏｓθ ０
０　 ０　 １

烄

烆

烌

烎

。 （１５）

由此可见反射镜１绕ｘ轴转过角度θ时造成像绕焦面坐标系ｘ′ｙ′ｚ′的ｚ′轴相应旋转角度θ。
当反射镜２绕ｚ′轴旋转α角时，

Ｓｚ′，α＝
ｃｏｓα －ｓｉｎα ０
ｓｉｎα ｃｏｓα ０
０　 ０　 １

烄

烆

烌

烎

，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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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１＝Ｓｚ′，αＮ１＝
ｃｏｓα －ｓｉｎα ０
ｓｉｎα ｃｏｓα ０
０　 ０　 １

烄

烆

烌

烎

－槡２２
０

－槡２２

熿

燀

燄

燅

＝

－槡２２ｃｏｓα

－槡２２ｓｉｎα

－槡２２

烄

烆

烌

烎

。 （１７）

　　反射镜１旋转角度θ后的入射光矢量为

Ａα＝（Ｅ－２Ｎ′０Ｎ′Ｔ０ ）Ａθ＝
０ ｓｉｎθ －ｃｏｓθ
ｓｉｎθ ｃｏｓ２θ ｓｉｎθｃｏｓθ
－ｃｏｓθ ｓｉｎθｃｏｓθ ｓｉｎ２θ

烄

烆

烌

烎

ｘ０
ｙ０ｃｏｓθ
ｙ０ｓｉｎθ

烄

烆

烌

烎

＝

０
ｘ０ｓｉｎθ＋ｙ０ｃｏｓθ
－ｘ０ｃｏｓθ＋ｙ０ｓｉｎθ

烄

烆

烌

烎

。 （１８）

反射镜２绕ｚ′轴旋转角度α后，

Ａ′α＝Ｓｚ′，αＡα＝
ｃｏｓα －ｓｉｎα ０
ｓｉｎα ｃｏｓα ０
０　 ０　 １

烄

烆

烌

烎

０
ｘ０ｓｉｎθ＋ｙ０ｃｏｓθ
－ｘ０ｃｏｓθ＋ｙ０ｓｉｎθ

烄

烆

烌

烎

＝

－ｘ０ｓｉｎαｓｉｎθ－ｙ０ｓｉｎαｃｏｓθ
ｘ０ｃｏｓαｓｉｎθ＋ｙ０ｃｏｓαｃｏｓθ
－ｘ０ｃｏｓθ＋ｙ０ｓｉｎθ

烄

烆

烌

烎

。 （１９）

则

Ａ″α＝（Ｅ－２Ｎ′１Ｎ′Ｔ１ ）Ａ′α＝
ｓｉｎ２α －ｓｉｎαｃｏｓα －ｃｏｓα

－ｓｉｎαｃｏｓα ｃｏｓ２α －ｓｉｎα
－ｃｏｓα －ｓｉｎα ０

烄

烆

烌

烎

－ｘ０ｓｉｎαｓｉｎθ－ｙ０ｓｉｎαｃｏｓθ
ｘ０ｃｏｓαｓｉｎθ＋ｙ０ｃｏｓαｃｏｓθ
－ｘ０ｃｏｓθ＋ｙ０ｓｉｎθ

烄

烆

烌

烎

。

（２０）

　　计算可得

Ａ″α＝

ｘ０ｃｏｓ（α＋θ）－ｙ０ｓｉｎ（α＋θ）

ｘ０ｓｉｎ（α＋θ）＋ｙ０ｃｏｓ（α＋θ）

－ｘ０ｃｏｓθ＋ｙ０ｓｉｎθ

烄

烆

烌

烎

。 （２１）

设ＭＡ″＝Ａ″α，Ａ″＝（ｘ０，ｙ０，０），则

Ｍ ＝
ｃｏｓ（α＋θ） －ｓｉｎ（α＋θ） ０
ｓｉｎ（α＋θ） ｃｏｓ（α＋θ） ０

０　 ０　 １

烄

烆

烌

烎

。 （２２）

　　可见，反射镜绕ｘ轴转过角度θ、反射镜２绕ｚ′轴旋转角度α时，像在焦面坐标系绕绕ｚ′轴相应旋转α
＋θ，其中α、θ的正负与反射镜１、２的旋转方向有关。Ａ″α的矢量方向如图３所示。

图３ 像矢量旋转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ｉｍａｇｅ　ｖｅｃｔｏｒ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

由上述分析可得，扫描系统对地扫描会造成反射像旋转，这种旋转相对于扫描反射镜旋转同时、同步旋

转。确定像方旋转方向为：沿光轴方向看，如果反射镜１顺时针旋转角度θ，则像会逆时针旋转θ，如果反射

镜２顺时针旋转α，则像会顺时针旋转α。像旋角的大小为两个４５°发射镜旋转角的矢量和。

３　消像旋方法
确定像旋角大小和方向后，拟采取反向旋转消旋棱镜一半像旋角来实现光学实时消像旋。目前，多采用

机械联动或电机伺服结合机械联动的方法实现消旋棱镜协同运动［１１－１５］。机械联动方法是利用齿轮、摩擦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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槽轮加钢索传动的形式，使消旋棱镜随两个４５°扫描镜协同转动。这种方法会导致系统的轴系尺寸较大，在

实际应用中有很大的局限性；并且联动机构存在空回、打滑、钢索松弛等问题，传动精度难以保障。电机伺服

方法是将４５°扫描镜、消旋棱镜分别用电机伺服系统驱动，在扫描镜旋转时，根据计算得到的像旋角将相应

转动指令发送至消旋棱镜伺服系统。这种方法的突出优点是机械设计简单，不需要增加机械轴系，但由于不

同伺服系统的转动惯量、承受的摩擦力矩和外界扰动差异很大，很难实现扫描镜与消旋机构的严格协同运动。
为解决现有采用机械联动传动精度低、电机伺服驱动难以实现扫描镜与消旋机构严格协同运动的问题，

设计一种用于扫描成像系统消除像旋的双向控制方法［１６］。其中包括两个单电机指令跟踪控制器、两个等效

力矩估计器和四通道双向控制器。两个单电机指令跟踪控制器分别用于扫描镜伺服电机和消旋机构伺服电

机对指令的跟踪；等效力矩估计器为四通道双向控制器的计算提供力矩信息；四通道双向控制器用于协调扫

描镜伺服电机和消旋机构伺服电机的转动。双向控制方法原理如图４所示。

图４ 消除像旋的双向控制方法原理图

Ｆｉｇ．４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ｔｏ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　ｉｍａｇｅ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

具体方法如下：

１）根据扫描镜转动指令，分别获得扫描镜１和扫描镜２伺服电机的角位置信息θ１、θ２、角速度信息θ
·
１、

θ
·
２ 以及消旋机构伺服电机的角位置信息θ３、角速度信息θ

·
３；

２）单电机指令跟踪控制器Ａ根据扫描镜转动指令与扫描镜伺服电机角位置信息的差，获得扫描镜伺服

电机的指令跟踪控制量ｕｃ１，单电机指令跟踪控制器Ｂ根据所述扫描镜转动指令与消旋机构伺服电机角位

置信息的差，获得消旋机构伺服电机的指令跟踪控制量ｕｃ２；

３）计算扫描镜伺服电机和消旋机构伺服电机的等效力矩估计值；

４）根据步骤１）获得的位置差值与步骤３）获得的扫描镜伺服电机和消旋机构伺服电机等效力矩估计值

重新计算扫描镜伺服电机的双向控制量ｕｂ１和消旋机构伺服电机的双向控制量ｕｂ２；

５）将步骤２）获得的扫描 镜 伺 服 电 机 的 指 令 跟 踪 控 制 量ｕｃ１和 消 旋 机 构 伺 服 电 机 的 指 令 跟 踪 控 制 量

ｕｃ２分别与步骤４）获得的扫描镜伺服电机的双向控制量ｕｂ１和消旋机构伺服电机的双向控制量ｕｂ２叠加，
叠加后的输出值作用在相应的电机上。

工作流程如图５所示。
双向控制方法的最大优点是控制精度与扫描速度无关，能够实现扫描镜与消旋机构的严格协同运动，适

用于对扫描速度要求高的侦察飞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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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双向控制工作流程框图

Ｆｉｇ．５ Ｗｏｒｋ　ｆｌｏｗ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４　实验结果及测试
根据扫描系统结构及消像旋控制原理搭建相关实验装置，如图６所示。首先进行成像实验，将两个扫描

镜旋转到任意位置，先后让消旋棱镜不参与消旋和参与消旋，所成图像如图７（ａ）、（ｂ）所示。由图７可见，消
旋棱镜不参与消旋时图像存在很大像旋角，按照像旋计算结果进行消旋后图像没有像旋，由此验证了像旋计

算的正确性。

图６ 像旋验证实验装置

Ｆｉｇ．６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　ｄｅｖｉｃｅ　ｏｆ　ｉｍａｇｅ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

在正确消旋后通过像倾斜仪测试光电扫描系统的像倾斜指标，像倾斜是消像旋的关键指标，由于方位是

３６０°旋转，俯仰是－９０°～９０°旋转，以方位０°、俯仰－９０°为基准，方位每旋转１０°、俯仰每旋转５°进行一组测

试，共选取３６组数据进行测试，测试结果如图８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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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像旋实验图像。（ａ）未消旋图像；（ｂ）消旋后图像

Ｆｉｇ．７ Ｉｍａｇｅｓ　ｏｆ　ｉｍａｇｅ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ａ）Ｒｏｔａｔｉｏｎ　ｉｍａｇｅ；（ｂ）ｄｅ－ｒｏｔａｔｉｏｎ　ｉｍａｇｅ
表１　像倾斜测试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１　Ｉｍａｇｅ　ｔｉｌｔ　ｔｅ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ｅｒｉａｌ

Ｎｏ．

Ａｚｉｍｕｔｈ

ａｎｇｌｅ／（°）
Ｐｉｔｃｈ

ａｎｇｌｅ／（°）
Ｉｍａｇｅ

ｔｉｌｔ／（′）
Ｓｅｒｉａｌ

Ｎｏ．

Ａｚｉｍｕｔｈ

ａｎｇｌｅ／（°）
Ｐｉｔｃｈ

ａｎｇｌｅ／（°）
Ｉｍａｇｅ

ｔｉｌｔ／（′）
Ｓｅｒｉａｌ

Ｎｏ．

Ａｚｉｍｕｔｈ

ａｎｇｌｅ／（°）
Ｐｉｔｃｈ

ａｎｇｌｅ／（°）
Ｉｍａｇｅ

ｔｉｌｔ／（′）

１　 ０ －９０　 ６．６　 １３　 １２０ －３０　 ７．７　 ２５　 ２４０　 ３０　 ９．３
２　 １０ －８５　 ４．４　 １４　 １３０ －２５　 ６．８　 ２６　 ２５０　 ３５　 １１．４
３　 ２０ －８０　 ５．２　 １５　 １４０ －２０　 ９．２　 ２７　 ２６０　 ４０　 １０．４
４　 ３０ －７５　 ４．８　 １６　 １５０ －１５　 ５．０　 ２８　 ２７０　 ４５　 ８．９
５　 ４０ －７０　 ４．０　 １７　 １６０ －１０　 ６．３　 ２９　 ２８０　 ５０　 １１．４
６　 ５０ －６５　 ４．９　 １８　 １７０ －５　 ８．１　 ３０　 ２９０　 ５５　 １２．１
７　 ６０ －６０　 １０．８　 １９　 １８０　 ０　 ６．４　 ３１　 ３００　 ６０　 １６．７
８　 ７０ －５５　 ９．２　 ２０　 １９０　 ５　 ５．１　 ３２　 ３１０　 ６５　 １２．２
９　 ８０ －５０　 １０．１　 ２１　 ２００　 １０　 ５．９　 ３３　 ３２０　 ７０　 １０．３
１０　 ９０ －４５　 ９．３　 ２２　 ２１０　 １５　 ８．２　 ３４　 ３３０　 ７５　 １０．１
１１　 １００ －４０　 ５．１　 ２３　 ２２０　 ２０　 ９．２　 ３５　 ３４０　 ８０　 １０．８
１２　 １１０ －３５　 ５．７　 ２４　 ２３０　 ２５　 １４．８　 ３６　 ３５０　 ８５　 １５．２

　　通过计算得到像旋指标均方根误差为

Ｓ＝
１
ｎ∑

ｎ

ｉ＝１

（Ｘｉ－珡Ｘ）槡
２
＝７．２， （２３）

式中Ｘｉ 为第ｉ组数据测试的像旋转，珡Ｘ 为３６组测试数据的平均值。均方根误差为７．２′，小于系统像旋指标

要求的１０′，实现了光学消像旋较高精度的位置控制。从表１可以看出，在消旋角较大的后半部分像倾斜值

大于像旋角较小时的像倾斜值，原因是当旋转装置旋转角超过１８０°后会带来一定的线绕力矩，增大了旋转

装置的干扰力矩，如果对正式样机中棱镜旋转装置施加导电环，可保证各个角度位置的干扰力矩平稳，能进

一步提升像倾斜指标。

５　结　　论
为满足飞机隐身性能要求，提出一种采取双反射镜绕俯仰轴和方位轴旋转实现大角度扫描的方法，采取

此扫描方式的光电侦察系统可与载机进行共形设计，满足飞机隐身性能要求。扫描系统对地扫描会造成反

射像旋转，这种旋转是相对于扫描反射镜旋转的同时、同步旋转，像旋角的大小为两个４５°扫描镜旋转角的

矢量和。像方旋转方向为：沿光轴方向看，如果反射镜１顺时针旋转θ，则像会逆时针旋转θ，如果反射镜２
顺时针旋转α，则像会顺时针旋转α。为消除所产生像旋，采用消旋棱镜实施光学消像旋，通过双向控制方法

可实现扫描镜与消旋机构的严格协同运动，经过实验验证消旋精度可达７．２′，实现了较高精度的光学消像旋。

参 考 文 献

［１］　Ｊｉａｎｇ　Ｙｕｅｓｏｎｇ，Ｚｈａｎｇ　Ｚｈｉｇｕｏ，Ｈｕａ　Ｈｏｕｑｉａｎｇ．ＲＣＳ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ａｒｇｅｔｓ　ｉｎ　ＴＨｚ　ｂａｎ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ｆａｓｔ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ｏｐｔｉｃｓ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Ｊ］．Ａｃｔａ　Ｏｐｔ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４，３４（１２）：１２１１００１．

０９０８００１－８



光　　　学　　　学　　　报

　　　江月松，张志国，华厚强．基于快速物理光学法的太赫兹目标ＲＣＳ计算［Ｊ］．光学学报，２０１４，３４（１２）：１２１１００１．
［２］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Ｋ　Ｐ．Ｍｕｌｔｉｎｏｄａｌ　ｆｉｆｔｈ－ｏｒｄｅｒ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ａｂｅｒ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ｍｍｅｔｒｙ：Ｔｈｅ　ｃｏｍａｔｉｃ

ａｂｅｒｒａｔｉｏｎ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２０１０，２７（６）：１４９０－１５０４．
［３］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Ｋ　Ｐ．Ｍｕｌｔｉｎｏｄａｌ　ｆｉｆｔｈ－ｏｒｄｅｒ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ａｂｅｒ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ｍｍｅｔｒｙ：ｔｈｅ

ａｓｔｉｇｍａｔｉｃ　ａｂｅｒｒａｔｉｏｎ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２０１１，２８（５）：８２１－８３６．
［４］　Ｚｈａｏ　Ｙａｌｉ，Ｌｉ　Ｋｅｘｕｎ，Ｌｉ　Ｘｕｎｆｅｎｇ，ｅｔ　ａｌ．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ｔ　ｓｈｉｅｌｄｉｎｇ　ｆｉｌｍ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ｍｅｔａｌｌｉｃ　ｐｈｏｔｏｎｉｃ　ｃｒｙｓｔａｌ［Ｊ］．Ａｃｔａ

Ｏｐｔ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５，３５（８）：０８３１００１．
　　　赵亚丽，李克训，李旭峰，等．基于金属光子晶体的透明屏蔽膜［Ｊ］．光学学报，２０１５，３５（８）：０８３１００１．
［５］　Ｃｈｅｎ　Ｑｉａｎｇ．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ａｇｅ　ａｂｅｒ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４５°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ｒｒｏｒ［Ｊ］．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ａｎｄ　Ｌａｓｅｒ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０，３９（２）：３０１－３０５．
　　　陈　强．４５°指向镜成像畸变特性分析和校正［Ｊ］．红外与激光工程，２０１０，３９（２）：３０１－３０５．
［６］　Ｈｕ　Ｊｉａｎｉｎｇ，Ｄｏｎｇ　Ｊｉｈｏｎｇ，Ｚｈｏｕ　Ｐｉｎｇｗｅｉ．Ｐａｒａｍｅｔｒｉｃ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ｆｌｅｘｕｒ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ｓｐａｃｅ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ｏｒ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ｍｉｒｒｏｒ［Ｊ］．Ａｃｔａ　Ｏｐｔ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６，３６（１１）：１１２８００１．
　　　胡佳宁，董吉洪，周平伟．空间光学遥感器主镜柔性支撑的参数化设计［Ｊ］．光学学报，２０１６，３６（１１）：１１２８００１．
［７］　Ｋｉｈｍ　Ｈ，Ｍｏｏｎ　Ｉ　Ｋ，Ｙａｎｇ　Ｈ　Ｓ，ｅｔ　ａｌ．１－ｍ　ｌｉｇｈｔｗｅｉｇｈｔ　ｍｉｒｒｏｒ　ｄｅｓｉｇｎ　ｕｓｉｎｇ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Ｃ］．ＳＰＩＥ，２０１２，８４１５：

８４１５１４．
［８］　Ｚｈａｎｇ　Ｓｈｕｑｉｎｇ，Ｚｈａｎｇ　Ｙｕａｎ，Ｚｈｏｕ　Ｃｈｅｎｇｈａｏ，ｅｔ　ａｌ．Ｉｍａｇｅ　ｍｏ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ａｚｉｍｕｔｈａｌｌｙ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ｆｏｒ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ｂｏｒｎｅ

ＴＤＩＣＣＤ　ｃａｍｅｒａ［Ｊ］．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ａｎｄ　Ｌａｓｅｒ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４，４３（６）：１８２３－１８２９．
　　　张树青，张　媛，周程灏，等．星载ＴＤＩＣＣＤ相机 方 位 扫 描 像 移 模 型 研 究［Ｊ］．红 外 与 激 光 工 程，２０１４，４３（６）：１８２３－

１８２９，
［９］　Ｚｈａｎｇ　Ｊｉｃｈａｏ，Ｚｈｏｕ　Ｊｉｕｆｅｉ，Ｚｈａｎｇ　Ｌｅｉ．Ｉｍａｇｅ　ｓｐｉｎ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ｓｃａｎｎｉｎｇ　ｆｒａｍｅ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ｏｒ［Ｊ］．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ａｎｄ　Ｌａｓｅｒ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２，４１（９）：２３９６－２４００．
　　　张继超，周九飞，张　雷．摆扫式航空遥感器像旋补偿方法［Ｊ］．红外与激光工程，２０１２，４１（９）：２３９６－２４００．
［１０］　Ｇｅｎｇ　Ｗｅｎｂａｏ，Ｚｈａｉ　Ｌｉｎｐｅｉ，Ｄｉｎｇ　Ｙａｌｉｎ，ｅｔ　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ｏｒ　ｉｍａｇｅ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ｅｒｉａｌ　ｃａｍｅｒａ［Ｊ］．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ａｎｄ　Ｌａｓｅｒ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８，３７（６）：１０５３－１０５７．
　　　耿文豹，翟林培，丁亚林，等．航空相机的像面旋转特性分析［Ｊ］．红外与激光工程，２００８，３７（６）：１０５３－１０５７．
［１１］　Ｗａｎｇ　Ｊｕｎｓｈａｎ，Ｚｈａｉ　Ｌｉｎｐｅｉ，Ｄｉｎｇ　Ｙａｌｉｎ，ｅｔ　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ｉｍａｇｅ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ｅｒｉａｌ　ｃａｍｅｒａ［Ｊ］．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ａｎｄ　Ｌａｓｅｒ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８，３７（３）：４９３－４９６．
　　　王俊善，翟林培，丁亚林，等．航空相机的像旋转特性分析及其补偿方法［Ｊ］．红外与激光工程，２００８，３７（３）：４９３－４９６．
［１２］　Ｇｕｏ　Ｘｉｎｓｈｅｎｇ，Ｚｈｏｕ　Ｒｅｎｋｕｉ，Ｔａｎ　Ｍｉｎｇｄｏｎｇ，ｅｔ　ａｌ．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ｄｅ－ｒｏｔａｔｉｏｎ　ｈｉｇｈ－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ｙｓｔｅｍ［Ｊ］．Ａｃｔａ　Ｐｈｏｔｏｎ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１，４０（１２）：１７７６－１７７９，

　　　郭新胜，周仁魁，谭名栋，等．光学消 像 旋 高 精 度 位 置 控 制 系 统 的 算 法 与 实 现［Ｊ］．光 子 学 报，２０１１，４０（１２）：１７７６－
１７７９．

［１３］　Ｍｉｃｈｅｌｓ　Ｇ　Ｊ，Ｇｅｎｂｅｒｇ　Ｖ　Ｌ，Ｄｏｙｌｅ　Ｋ　Ｂ，ｅｔ　ａｌ．Ｄｅｓｉｇｎ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ｃｔｕａｔｏｒ　ｌａｙｏｕｔｓ　ｏｆ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ｏｐｔｉｃｓ　ｕｓｉｎｇ　ａｇｅｎｅｔｉｃ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Ｃ］．ＳＰＩＥ，２００５，５８７７：５８７７０Ｌ．

［１４］　Ｚｈｕａｎｇ　Ｑｉｕｈｕｉ，Ｌｉｕ　Ｇｕｏｊｕｎ，Ｆｕ　Ｘｉｕｈｕａ，ｅｔ　ａｌ．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ｄｅｐｏｌａｒｉｚｉｎｇ　ｄｉｃｈｒｏｉｃ　ｂｅａｍ　ｓｐｌｉｔｔｅ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ｉｎ
ｂａｎｄ　ｆｒｏｍ　ｎｅａｒ－ＵＶ　ｔｏ　ｎｅａｒ－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Ｊ］．Ａｃｔａ　Ｏｐｔ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６，３６（１１）：１１３１００１．

　　　庄秋慧，刘国军，付秀华，等．工作波段覆盖近紫外到近红外波的消偏振分色片的设计与研制［Ｊ］．光学学报，２０１６，３６
（１１）：１１３１００１．

［１５］　Ｙｕ　Ｃｈｕｎｆｅｎｇ，Ｄｉｎｇ　Ｙａｌｉｎ，Ｈｕｉ　Ｓｈｏｕｗｅｎ，ｅｔ　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ｉｍａｇｅ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ａｅｒｉａｌ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ｏｒ　ｗｉｔｈ　ｔｈｒｅｅ－ｍｉｒｒｏｒ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ｖｅ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Ｊ］．Ａｃｔａ　Ｏｐｔ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１，３１（８）：０８２３００２．

　　　于春风，丁亚林，惠守文，等．三反射系统航空遥感器像旋转分析［Ｊ］．光学学报，２０１１，３１（８）：０８２３００２．
［１６］　Ｔｉａｎ　Ｄａｐｅｎｇ，Ｗａｎｇ　Ｄｅｊｉａｎｇ．Ｔｗｏ－ｗａ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ｃａｎｎｉｎｇ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Ｎ１０３３０９３６３［Ｐ］．２０１３－０９－１８．
　　　田大鹏，王德江．一种用于扫描成像系统消除像旋的双向控制方法：ＣＮ１０３３０９３６３［Ｐ］．２０１３－０９－１８．

０９０８００１－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