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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提高轻小型碳化硅反射镜的面形精度并减轻其加工成本，针对某空间相机的Φ２１０ｍｍ　ＳｉＣ
反射镜进行超轻量化设计．采用背部三点支撑并优化支撑点的位置，通 过 拓 扑 优 化，得 到 反 射 镜 背 部 需

保留和可去除材料的分布情况．结合背部开放式、三角形孔的轻量化方 案，确 定 反 射 镜 轻 量 化 结 构 的 初

始模型．应用多目标集成优化方法，建立以反射镜重量和Ｘ 向自重工况面形为目标，Ｚ向自重工况面形

值为约束的优化模 型，对 该 反 射 镜 进 行 了 优 化 设 计．优 化 后 反 射 镜 的Ｘ 向 自 重 工 况 下 ＲＭＳ值 仅 为

０．１８ｎｍ，Ｚ向自重工况下ＲＭＳ值为２．３８ｎｍ，重量 仅 为０．５６８ｋｇ，面 密 度 达 到１６．９ｋｇ／ｍ２，Ｘ、Ｙ、Ｚ三

向基频都在５００Ｈｚ以上．本文设计的反射镜结构有良好的力学性能，本文优化设计方法是合理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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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Ｖ４２３．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４２１３（２０１７）１２－１２２２００１－９

Ｍｕｌｔｉ－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Φ２１０ｍｍ
Ｕｌｔｒａ－ｌｉｇｈｔ　ＳｉＣ　Ｍｉｒｒｏｒ

ＺＨＡＮＧ　Ｌｅｉ　１，３，ＫＥ　Ｓｈａｎ－ｌｉａｎｇ１，２，ＬＩ　Ｌｉｎ１，２，ＪＩＡ　Ｘｕｅ－ｚｈｉ　１，３，ＤＵ　Ｙｉ－ｍｉｎ１，２
（１　Ｃｈａｎｇｃｈｕ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Ｏｐｔｉｃｓ，Ｆｉｎ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ｃｓ，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Ｃｈａｎｇｃｈｕｎ１３００３３，Ｃｈｉｎａ）

（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４９，Ｃｈｉｎａ）
（３　Ｃｈａｎｇ　Ｇｕａｎｇ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ＬＴＤ，Ｃｈａｎｇｃｈｕｎ１３００３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ｈａ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ｕｌｔｒａ－ｌｉｇｈｔｗｅｉｇｈｔ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ａ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ｍｉｒｒｏｒ　ｏｆ　ａ
ｓｐａｃｅ　ｃａｍｅｒａ　ｗｉｔｈΦ２１０ｍｍ　ａｐｅｒｔｕｒｅ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ｅｄｕｃｅ　ｉｔｓ　ｌａｕｎｃｈｉｎｇ　ｃｏｓｔ．Ｔｈｒｅｅ－
ｐｏｉｎｔ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ｏｎ　ｍｉｒｒｏｒ　ｂａｃｋ　ｉｓ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ｓ　ａｒｅ
ｃａｒｅｆｕｌｌｙ　ｓｔｕｄｉｅｄ．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ｔｏｐｏｌｏｇｙ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ｍａｓ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ｃｋ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ｒｒｏ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ｍｏｖａｂｌｅ　ｐａｒｔ　ａｒｅ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Ｔｈｅ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ｍｉｒｒｏｒ　ｉｓ　ｌｉｇｈｔ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ｏｎ　ｉｔｓ
ｂａｃｋ　ａｐｐｌｙｉｎｇ　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ｒ　ｈｏｌｅ　ｌｉｇｈｔ－ｗｅｉｇｈｔ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ｏｂｊｅｃｔ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ｃｏｍｂｉｎｅｓ　ｍａｓｓ
ａｎ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ｆｉｇｕｒｅ　ｅｒｒｏｒ　ａｌｏｎｇ　Ｘ－ａｘｉｓ（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ｓ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ｂｊｅｃｔ　ｕｎｄｅｒ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　ｏｆ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ｆｉｇｕｒｅ　ｅｒｒｏｒ　ａｌｏｎｇ　Ｚ－ａｘｉｓ（ｍａｃｈｉｎ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ｉｓ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ｍｉｒｒｏｒ．
Ｆｉｎａｌｌｙ，ａ　ｍｉｒｒｏｒ　ｗｉｔｈ　ＲＭＳ（Ｒｏｏｔ　Ｍｅａｎ　Ｓｑｕａｒｅ）ａｓ　ｌｏｗａｓ　０．１８ｍｗｉｔｈ　Ｘ－ａｘｉｓ　ｓｔｒａｉｇｈｔ　ｄｏｗｎ　ａｎｄ　２．３８
ｍｍ　ｗｉｔｈ　Ｚ－ａｘｉｓ　ｓｔｒａｉｇｈｔ　ｄｏｗｎ　ｉｓ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Ｔｈｅ　ｍｉｒｒｏｒ　ｗｅｉｇｈｔｓ　０．５６８ｋｇ，ｓｕｒｆａｃｅ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ｔ　ｉｓ　ａｓ　ｌｏｗ　ａｓ
１６．９ｋｇ／ｍ２．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ｏｆ　Ｘ，Ｙ，Ｚａｒｅ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５００Ｈｚ．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ＦＥＭ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ｖｅｒｉｆｙ　ｔｈｅ　ｇｏｏ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ｒｒｏ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ｉｓ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ｌｉｇｈｔｗｅｉｇｈｔ　ｍｉｒｒｏｒ．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Ｕｌｔｒａ－ｌｉｇｈｔｗｅｉｇｈｔ；Ｔｏｐｏｌｏｇｙ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ｕｌｔｉ－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Ｒａｎｄｏｍ

１－１００２２２１



光　子　学　报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ＯＣＩＳ　Ｃｏｄｅｓ：２２０．４８３０；２３０．４０４０；２８０．０２８０；２８０．４７８８；３５０．４６００；３５０．６０９０

０　引言

随着空间遥感信息的发展，各国在多个领域对于分布式高分辨率空间遥感影像的需求越来越大．目前，
我国的遥感信息资源不丰富，特别是高空间分辨率和高时间分辨率的卫星遥感影像严重不足．但对于分辨率

越高的卫星，传统设计中意味着反射镜口径的增大和焦距的增长［１］，不仅造价昂贵，而且发射成本高．微型化

多源多尺度遥感载荷技术的突破为我国遥感卫星获取数据能力提升带来了新方向，可以最大程度地发挥卫

星的应用效能，大大提升卫星遥感的性价比．微型遥感旨在大幅度降低载荷的重量，同时提高载荷的长期稳

定性和环境适应性，载荷中光学系统质量的减轻，可以节省巨额的制造成本和发射费用，同时相机的结构会

更加紧凑．因此，空间遥感载荷的结构轻量化是目前研制微型遥感相机的一项重要工作．
在现代空间光学遥感器中通过对反射镜进行轻量化设计来减轻镜体的重量，降低发射成本和支撑结构

的设计难度，同时要保证光学反射镜表面的面形精度［２］．通过合适的优化设计方法，结合实际光学系统和相

关元件的制造工艺，对反射镜的结构进行超轻化设计是现代微型遥感相机研究的重要方面．国外在反射镜的

轻量化方面已有显著成果，德国ＩＡＢＧ公司研制的Φ５００ｍｍ碳化硅反射镜的镜面厚度仅为１．５ｍｍ，加强筋

厚度为１．１ｍｍ，反射镜的面密度仅为８ｋｇ／ｍ２，面形精度（Ｒｏｏｔ　Ｍｅａｍ　Ｓｑｕａｒｅ，ＲＭＳ）值为３２ｎｍ［３］；ＮＡＳＡ
和德国宇航局合作研制的Ｓｏｆｉａ红外太空望远镜的Φ３５２ｍｍ碳化硅次镜的镜体重量仅为１．９７ｋｇ，面密度

达到２０ｋｇ／ｍ２，面形精度ＲＭＳ值为７９ｎｍ［４］；日本宇宙研究开发机构研制的Φ８００ｍｍ碳化硅超轻反射镜

的主镜重量为１１．２ｋｇ，面密度为２２ｋｇ／ｍ２，面形精度ＲＭＳ值为１１０ｎｍ［５］；日本研制的Φ７１０ｍｍ红外空间

望远镜ＡＫＡＲＩ的主镜重量为１０．７ｋｇ，面密度达到２７ｋｇ／ｍ２，面形精度ＲＭＳ值为２０ｎｍ［６］．目前，国内碳化

硅反射镜的超轻化研究已有了一定的进展，而随着有限元的开发与引进，国内对反射镜的超轻化设计进入集

成优化设计阶段．长春光机所的包齐红等，应用集成优化的方法对Φ６１０ｍｍ的中心支撑主镜进行了变筋厚

和变筋高的优化设计，其面密度达到２１．３ｋｇ／ｍ２，面形精度ＲＭＳ值为４．５ｎｍ［７］；袁建等通过集成优化的方

法，对口径为Φ５１０ｍｍ 的ＳｉＣ轻 质 主 镜 进 行 了 变 筋 厚 设 计，面 形 精 度 ＲＭＳ值 达 到３．４ｎｍ，面 密 度 为

７７ｋｇ／ｍ２［８］；兰斌，杨洪波等通过集成优化的方法，对Φ６２０ｍｍ口径地基反射镜组件进行了优化设计，其面

形精度ＲＭＳ值达到２７ｎｍ［９］．同时，国内小型碳化硅反射镜的加工工艺发展迅速，长春光机所的张舸等采用

真空辅助凝胶注模法结合反应烧结工艺制备出了口径２００ｍｍ，壁厚２ｍｍ的超轻量化碳化硅反射镜，面密

度达到９．３５ｋｇ／ｍ２，其面形精度ＲＭＳ值为２７ｎｍ［１０］．
本文应用拓扑优化方法对Φ２１０ｍｍ碳化硅反射镜镜体结构进行了初步设计．以反射镜重量和Ｘ 向（镜

体沿轴向水平放置进行面形检测时的方向）自重面形为目标，Ｚ向（镜体竖直放置沿轴向进行机械加工的方

向）自重工况下面形值为约束建立多目标集成优化模型，对该反射镜进行了优化设计．并对优化后的反射镜

进行了力学仿真分析与试验验证，结果表明拓扑优化和多目标集成优化方法对反射镜的超轻量化十分有效，
并能很好的解决超轻反射镜的全局优化设计问题．

１　反射镜材料的选取

本文Φ２１０ｍｍ反射镜的超轻化设计要达具有良好的面形精度（ＲＭＳ＜λ／５０，λ＝６３２．８ｎｍ）和足够轻的

镜体结构（重量＜０．７ｋｇ）．影响光学系统面形的因素主要有材料性能、轻量化结构以及支撑结构［１１］．对该超

轻反射镜的轻量化设计主要从合适的材料选取与拓扑结构设计两方面内容着手．合适的反射镜材料不仅能

提升反射镜的面形精度，还能大幅度减轻反射镜的重量，要使空间相机达到超轻的指标，需要选择比刚度大

的制作材料．同时空间相机所处的空间环境十分恶劣，因此所选材料还需具备尺寸稳定性好、热变形系数小、
力学性能和热性能各向同性的特点［１２］．

目前，用于制作光学反射镜的材料主要有铍（Ｂｅ）、铝（ＡＬ）、微晶玻璃（ｚｅｒｏｄｕｒ）、ＵＬＥ、碳化硅（Ｓｉ及熔石

英（Ｆｕｓｅｄ　ｓｉｌｉｃａ）等［１３］．其比刚度与热稳定性比较如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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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 学 反 射 镜 材 料 的 比 刚 度Ｅ／ρ决 定 了 反 射 镜

的自然频率和自重变形，是反射镜材料最重要的属

性，由图１可知ＳｉＣ与Ｂｅ的比刚度显著高于其他材

料，是优选材料；此外反射镜材料的热特性对其面形

精度有很大影响，由图１可得ＳｉＣ的热稳定性最优，
其比刚度与热稳定性综合性能最佳．碳化硅材料具

有比刚度高，密度低，热膨胀系数小、导热性能良好

及各向同性等优异性能［１４］，是一种非常理想的微型

遥感相机超轻反射镜材料．

２　ＳｉＣ主镜的优化设计

２．１　支撑孔位置优化

图１　常用反射镜材料性能的比较

Ｆｉｇ．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空间反射镜的支撑方案应满足结构紧凑，稳定可靠的要求．结合支撑结构的设计难度与复杂性，本文设

计的Φ２１０ｍｍ超轻ＳｉＣ反射镜采用三点支撑方案．
支撑孔的位置对反射镜的面形和结构稳定性有显著影响．反射镜近似为圆平板状结构，抵抗轴向载荷的

能力较差，反射镜面形精度主要考虑反射镜自重沿光轴以及水平方向作用的工况．优化过程中约束镜体的三

处支撑孔内壁，由于背部支撑方案涉及支撑孔在反射镜径向方向的位置，因此定义支撑孔中心线到光轴的距

离为Ｚｈｏｌｅ，如图２．

图２　反射镜支撑点的位置

Ｆｉｇ．２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ｒｒｏｒ　ｓｕｐｐｏｒｔ

　　由光学系统已确定反射镜的外径Ｄｏｕｔｅｒ，内部通光孔径Ｄｉｎｎｅｒ和整体高Ｈ，以支撑孔到光轴的距离Ｚｈｏｌｅ作

为优化参数，约束三个孔的内壁，以Ｘ与Ｚ向自重面形为目标，进行支撑孔位置优化．由圆形有中心孔反射

镜的支撑孔中心线到光轴距离最佳取值范围：（Ｄｏｕｔｅｒ／２）×０．６＜Ｚｈｏｌｅ＜（Ｄｏｕｔｅｒ／２）×０．７［１５］，结合反射镜尺寸

和工艺性，取支撑孔位置范围为：６４＜Ｚｈｏｌｅ＜７６，优化结果如图３．

图３　支撑孔位置优化结果

Ｆｉｇ．３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由图３可知支撑孔中心线到反射镜光轴的距离在６７～７２ｍｍ之间时沿Ｘ方向的自重面形精度较高，均
在１０－３　ｎｍ以内．反射镜光学加工时光轴竖直放置，对Ｚ向自重面形精度有很大影响，因此支撑孔位置在兼

顾Ｘ向面形前提下取Ｚ向自重面形最小的点．最终选择反射镜三个支撑孔的中心线到反射镜光轴的距离为

３－１００２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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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ｍｍ．
２．２　镜体拓扑优化设计

对反射镜进行轻量化设计的根本问题是：保留有益部分材料，去除多余部分材料［１６］．被保留的是处于传

力路径及对镜体刚度至关重要的部分，被去除的是作用不明显及有害的部分．反射镜设计尚处于概念设计阶

段，首先采用拓扑优化的方 法 寻 找 结 构 的 最 佳 拓 扑 形 式．反 射 镜 属 于 连 续 体，采 用 连 续 体 结 构 拓 扑 优 化 方

法［１７］．
根据图２的结构参数和２．２中确定的支撑孔中心线到光轴的距离，建立有限元模型．以支撑孔侧壁与反

射镜的前面板为非设计区域，其余部分为设计区域．以镜体重量最小为拓扑优化目标，约束反射镜面上的点

沿光轴方向位移小于１２ｎｍ，进行拓扑优化．优化后的有限元模型如图４．
由拓扑优化结果可知，在通光孔和支撑孔附近的单元基本保留；在离支撑孔较远的三处镜体边缘，单元

被去除．从轻量化的角度出发，背部开放式结构能够显著提高反射镜的轻量化水平，而三角形轻量化孔能够

很好的均衡反射镜的刚度和轻量化程度，本文优化设计的超轻ＳｉＣ反射镜采用背部开放、三角形孔的轻量化

方式．结合ＳｉＣ反射镜的热性能和工艺性，本文超轻ＳｉＣ反射镜的初始模型如图５．初始模型在反射镜的通光

孔和外缘有通光孔壁和外壁，背部均布１５条相互之间形成正三角形的加强筋，通光孔和三个支撑孔分别与

６条加强筋相连，起加强反射镜整体刚度作用，在离支撑孔较远的三处镜体边缘部分分别沿着最外侧的筋进

行了修剪，模型的刚度得到了加强，重量又得以减轻．

图４　反射镜拓扑优化结果图

Ｆｉｇ．４　Ｔｏｐｏｌｏｇｙ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ｍｉｒｒｏｒ
图５　反射镜初始模型

Ｆｉｇ．５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ｍｉｒｒｏｒ

２．３　主镜集成优化

超轻反射镜结构的各种参数对光学表面的面形质量影响很复杂，并不能简单叠加．传统的反射镜设计是

利用经验公式对各参数进行取值，不断尝试直到满足要求．这种传统设计方法计算量大，效率极低，且容易陷

入局部最优解［１８］．为了提高设计效率，避免手动修改结构参数，本文通过Ｉｓｉｇｈｔ软件实现多目标集成优化，
将几何建模、有限元分析与面形计算集成在一起，通过自适应遗传优化算 法（Ａｒｃｈｉｖｅ－Ｂａｓｅｄ　Ｍｉｃｒｏ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ＡＭＧＡ）在复杂的设计空间内找到全局最优解．
２．３．１　集成优化结构参数

通过拓扑优化可以对反射镜初步设计进行指导，对反射镜的面形精度及重量有直接影响的镜体和加强

筋厚度、支撑孔大小及背部切除部分高度等参数需要进一步优化．该反射镜具体结构参数如图６所示．

图６　反射镜结构参数

Ｆｉｇ．６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ｍｉｒｒ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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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镜面光学球面半径Ｒｍ、反射镜外径Ｄｏｕｔｅｒ、通光孔径Ｄｉｎｎｅｒ和镜体高度Ｈ 等光学参数不可变，其余包括

反射镜镜面厚度Ｔｍ、反外壁厚度Ｔｏｒ、内孔壁厚度Ｔｉｒ、加强筋厚度Ｔｒｉｂ、支撑孔壁厚度Ｔｈｏｌｅ、支撑孔半径Ｒｈｏｌｅ、
加强筋间距Ｌｒｉｂ和背部切除部分高度Ｈｔｒｉｍ均为集成优化参数．
２．３．２　集成优化模型

该超轻ＳｉＣ反射镜要求其重量轻、面形精度好，为多目标优化问题，优化目标函数包括镜体重量 Ｍａｓｓ
和面形精度ＲＭＳ．面形精度主要是反射镜在加工和检测两种工况下自重对面形的影响，提高Ｚ向面形可降

低光学加工难度，而提高Ｘ向面形可直接提升反射镜检测面形，故以Ｘ向自重面形和镜体重量为目标函数．
约束Ｚ向自重工况下的面形不大于３ｎｍ，并对镜体结构进行工艺性约束，包括镜面、加强筋厚度和支撑孔径

等结构参数的取值范围．
该优化的数学描述：

ｆｉｎｄ　Ｘ＝ （Ｔｍ，Ｔｏｒ，Ｔｉｒ，Ｔｒｉｂ，Ｔｈｏｌｅ，Ｒｈｏｌｅ，Ｌｒｉｂ，Ｈｔｒｉｍ）Ｔ

ｍｉｎ（Ｍａｓｓ，ＲＭＳ＿Ｘ）

Ｓ．Ｔ．　２＜Ｔｍ ＜４
２＜Ｔｏｒ＜４
２＜Ｔｉｒ＜４
２＜Ｔｒｉｂ＜４
２＜Ｔｈｏｌｅ＜４
８＜Ｒｈｏｌｅ＜２０
３０＜Ｌｒｉｂ＜４５
０＜Ｈｔｒｉｍ ＜

烅

烄

烆 ２４
　　优 化 时，通 过 ＵＧ实 现 参 数 化 建 模；以Ｐａｔｒａｎ
结合Ｎａｓｔｒａｎ进行 有 限 元 分 析 和 镜 体 重 量 测 量；用

ＳｉｇＦｉｔ实现面形 计 算．通 过Ｉｓｉｇｈｔ软 件 实 现 集 合 建

模，有限元分析和面形计算的集成优化过程．优化流

程如图７．整个优化过程输入变量为 ＵＧ模型 中 的

结构尺寸，输出文件为 Ｍａｓｓ和ＲＭＳ＿Ｘ值．
２．３．３　集成优化过程

优化过程中发现Ｔｍ、Ｔｒｉｂ和Ｈｔｒｉｍ对结果影响最

显著．通过多项式拟合处理得图８．
由图８（ａ）可 知 随 镜 面 厚 度Ｔｍ增 加，反 射 镜 重

量增大，Ｘ 向 自 重 面 形 精 度 变 差，优 化 结 果 收 敛 与

２ｍｍ，重 力 与 面 形 拟 合 曲 线 相 交 为 理 想 值；由 图８
（ｂ）可知随加强筋厚度Ｔｒｉｂ增加，反射镜重量增大，
但刚度得以 提 高，Ｘ 向 自 重 面 形 精 度 提 升，综 合 考

虑重量与面形，加强筋厚度在２ｍｍ处结果最优；由
图８（ｃ）可知随边缘切除高度Ｈｔｒｉｍ增大，反射镜重量

下 降，但 刚 度 有 所 降 低，Ｘ向 自 重 面 形 值 增 大，在

图７　Ｉｓｉｇｈｔ集成优化设计流程

Ｆｉｇ．７　Ｉｓｉｇｈｔ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ｄｅｓｉｇｎ

Ｈｔｒｉｍ达１９．８ｍｍ时两曲线相交，反射镜重量与面形综合最优．
反射镜重量与刚度是一对矛盾量，该优化是多目标优化问题，很难收敛到唯一的全局最优解，得到一系

列可行解的解集，称之为Ｐａｒｅｔｏ最优解集［１９］．多目标集成优化结果如图９所示．图中每个点为一次优化结

果，圆点为Ｐａｒｅｔｏ最优解．
２．４　优化结果

对Ｐａｒｅｔｏ最优解数据进行对比，选出重量和面形都理想的解．集成优化的设计变量取值范围、初始值与

最终优化结果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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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集成优化过程

Ｆｉｇ．８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图９　集成优化结果

Ｆｉｇ．９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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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设计变量与优化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ｅｓｉｇｎ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ａｎｄ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Ｘ　 Ｙ　 Ｚ

Ｆａｃｅ　ｓｈａｐｅ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ＰＶ／ｎｍ　 １．１６　 １．９　 ９．５８
ＲＭＳ／ｎｍ　 ０．１８　 ０．２　 ２．３８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Ｈｚ　 ４　９９３　 ４　９８５　 ６　６９０
ＧＲＭＳ　ｏｆ　ｍｉｒｒｏｒ／ｇ ３．５６　 ３．５６　 ３．６４

　　由表可知，优化后模型的镜面、加强筋和内外侧壁厚度仅为２ｍｍ，远小于传统反射镜厚度，将各优化值

进行圆整，其模型如图１０左 图 所 示．从 工 艺 角 度 分 析，靠 近 内 孔 壁 的６个 轻 量 化 孔 尺 寸 太 小，最 小 处 仅

２ｍｍ，加工工艺差，将这部分轻量化孔去除，并将内孔壁向外移动与最内侧加强筋相连，在各面的重合部分

加上２ｍｍ的工艺圆角，最终模型如图１０右图，其重量仅为０．５６８ｋｇ，面密度达到１６．９ｋｇ／ｍ２．

图１０　优化后反射镜模型

Ｆｉｇ．１０　Ｍｉｒｒｏｒ　ｍｏｄｅｌ　ａｆｔｅｒ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２．５　优化后单镜性能分析

约束最终反射镜模型背部的３个支撑孔，对单镜的面形精度和力学性能进行分析，结果如表２．
表２　单镜有限元分析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ＦＥＭ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ｍｉｒｒｏｒ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Ｒａｎｇｅｓ／ｍｍ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ｖａｌｕｅ／ｍｍ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ｍｍ
Ｔｍ ［２．０，４．０］ ２．５　 ２．００１
Ｔｏｒ ［２．０，４．０］ ２．５　 ２．０４１
Ｔｉｒ ［２．０，４．０］ ２．５　 ２．０３１
Ｔｒｉｂ ［２．０，４．０］ ２．５　 ２．０３９
Ｔｈｏｌｅ ［２．０，４．０］ ２．５　 ３．０３２
Ｒｈｏｌｅ ［８．０，２０．０］ １０．０　 １４．８８
Ｌｒｉｂ ［３０，４５］ ３０　 ３６
Ｈｔｒｉｍ ［０．０，２４．０］ １０．０　 １９．８

　　由表２可知，通过多目标集成优化所得反射镜自重工况下面 形 精 度 均 在２．５ｎｍ以 内，Ｘ 向 面 形 仅 有

０．１８ｎｍ，远远小于λ／５０的设计要求；在输入为３．６ｇ的随机加速度响应下反射镜的加速度响应均方根值变

化很小．本文的优化方法不仅大幅度降低了反射镜的重量，降低了随机振动的加速度响应，且优化后反射镜

面形精度更佳．

３　反射镜组件分析与试验验证

欲通过振动试验来验证本文优化设计的反射镜的力学性能，由于单个反射镜没有与振动工装直接相连

的接口因而无法直接进行试验，因而采用反射镜模拟组件（包括铝制反射镜模拟件与柔性支撑结构）来进行

力学振动试验．对模拟组件进行仿真分析，并与试验结果进行对比验证分析的正确性，进而证明本文的优化

设计方法的合理性．
建立如图１１所示的反射镜组件有限元模型，约束振动工装板与振动台连接的螺栓孔，对ＳｉＣ反射镜组

件和模拟组件分别进行模态分析和随机振动有限元分析．分析结果如表３所示，从比较结果可知，模拟组件

与ＳｉＣ反射镜组件的模态相对误差均在６％以内；随机振动响应除了Ｚ向外，其余方向相对误差都在２％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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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因此可以用铝制模拟组件来分析ＳｉＣ反射镜组件的力学性能．
表３　模拟组件与ＳｉＣ组件力学性能对比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Ａｌ　ａｎｄ　ＳｉＣ　ｍｉｒｒｏｒ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Ｘ　 Ｙ　 Ｚ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ｍｏｄ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ｌ　ｍｉｒｒｏｒ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５７３．３Ｈｚ　 ５７５．９Ｈｚ　 １　６６９．１Ｈｚ
ＳｉＣ　ｍｉｒｒｏｒ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６０１．３Ｈｚ　 ６０３．２Ｈｚ　 １　７６０．６Ｈｚ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ｅｒｒｏｒ　 ４．６５％ ４．５２％ ５．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ｒａｎｄｏｍ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ｌ　ｍｉｒｒｏｒ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２２．８５ｇ　 ２３．０５ｇ　 ６．１８ｇ
ＳｉＣ　ｍｉｒｒｏｒ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２２．８ｇ　 ２２．７ｇ　 ７．１４ｇ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ｅｒｒｏｒ　 ０．２２％ １．５４％ １３．４％

　　对反射镜模拟组件进行振动试验，试验现场如图１２所示．在镜面贴３个传感器检测镜面加速度响应，在
振动工装上贴控制传感器作为输入参考．

图１１　反射镜组件有限元模型

Ｆｉｇ．１１　Ｔｈｅ　ＦＥＭ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ｍｉｒｒｏｒ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图１２　振动试验现场

Ｆｉｇ．１２　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ａｎｄｏｍ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

　　将试验结果与分析结果对比如表４所示，本文反射镜模拟组件的约束模态和随机振动加速度响应有限

元分析数据与试验数据相对误差均在８％以内，在误差允许范围之内，满足工程要求．因此本文的有限元模

型较为准确，从而间接证明了本文所用的多目标集成优化设计方法的合理性．
表４　试验与分析数据对比

Ｔａｂｌｅ　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ｔｈｅ　ｄａｔｅ　ｏｆ　ｔｅｓｔｓ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Ｘ　 Ｙ　 Ｚ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ｓｃａｎｎｉｎｇ
ｔｅｓｔ　ｗｉｔｈ　ｍｏｄ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５７３．３Ｈｚ　 ５７５．９Ｈｚ　 １　６６９．１Ｈｚ
Ｔｅｓｔ　 ５４５．５Ｈｚ　 ５３８．５Ｈｚ　 １　５７２．２Ｈｚ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ｅｒｒｏｒ　 ４．８５％ ６．４９％ ５．８％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ｒａｎｄｏｍ

ｖｉｒｂｒ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　ｗｉｔｈ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２２．８５ｇ　 ２３．０５ｇ　 ６．１８ｇ
Ｔｅｓｔ　 ２２．２５ｇ　 ２１．６７ｇ　 ５．７４ｇ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ｅｒｒｏｒ　 ０．２６％ ５．９８％ ７．１％

４　结论

本文利用拓扑优化和多目标集成优化方法对Φ２１０ｍｍ超轻ＳｉＣ反射镜进行了优化设计．首先对反射镜

背部支撑点的位置进行了敏感度分析，确定了支撑点中心线到中心孔光轴的距离．再利用拓扑优化分析了反

射镜背部材料的分布情况，确定了反射镜轻量化方案和反射镜的初始模型．最后通过光机集成分析方法，建

立以镜体重量和Ｘ向自重工况面形为优化目标，以Ｚ向自重工况面形为约束的优化模型，对反射镜各结构

参数进行了自动化和多目标的集成优化．优化后单镜重量为０．５６８ｋｇ，面密度达到１６．９ｋｇ／ｍ２，面形均在

２．５ｎｍ以内，反射镜的各项指标均满足设计要求，且显著优于传统轻量化结构的结果．通过有限元分析和振

动试验表明反射镜的力学性能满足设计要求，验证了有限元分析的准确性，表明本文针对超轻反射镜提出的

拓扑优化和多目标集成优化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很好的解决了超轻反射镜的全局优化设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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