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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光栅的多级衍射杂散光对空间外差拉曼光谱仪的成像质量具有重要影响。为了提高其成像质量，使光谱特

征更准确，针对空间外差拉曼光谱仪中光栅产生的 多 级 衍 射 杂 散 光 进 行 分 析 与 抑 制 研 究。依 据 光 学 传 递 理 论，利

用ＡＳＡＰ软件对空间外差拉曼光谱仪中光栅产生的多级衍射杂散光进行 仿 真 与 分 析，利 用 挡 板、光 阑 和 光 学 陷 阱

等方法设计了能够抑制－２．５°～２．５°视 场 范 围 内 杂 散 光 的 结 构。结 果 表 明：光 栅 产 生 的 多 级 衍 射 杂 散 辐 射 比 由

４．９９６×１０－３降到了１．５７×１０－８，设计的结构对空间拉曼光谱仪系统内因光栅产生的多级衍射杂散光具有良好的抑

制效果，有效提高了系统的成像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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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由于物质的拉曼光谱与其分子结构一一对应，
类似于人的指纹，具有极高的检测可信度，因此空间

外差拉曼光谱 仪（ＳＨＲＳ）广 泛 应 用 于 考 古、航 空 航

天、食品安全、化工等领域。拉曼光谱仪的性能（包

括分辨率、灵敏度和信噪比等）直接影响着拉曼光谱

检测的精度，决定了样品检测的准确性，而仪器的杂

散光水平严重制约了其光谱性能［１－４］。目前，绝大多

数关于ＳＨＲＳ的 设 计 都 是 在 入 射 窗 处 放 置 一 个 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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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光片来阻挡仪器外部的杂散辐射进入仪器，而很

少有人对仪器内部其本身产生的杂散光进行研究。
美国南卡 罗 莱 纳 大 学 的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Ａｎｇｅｌ等［５］提 出，
可将ＳＨＲＳ用 于 其 他 行 星 表 面 物 质 的 探 测。英 国

萨里大学的Ｎａｔｈａｎｉｅｌ等［６］研究了用于火星探测的

紫外ＳＨＲＳ；Ｌａｍｓａｌ等［７］提出将ＳＨＲＳ用于深紫外

激发的测量可以将拉曼光谱与荧光光谱分离，使系

统不受荧 光 干 扰；Ｅｇａｎ等［８］使 用ＳＨＲＳ成 功 地 对

方解石和白云石等样品进行了远程检测。在我国，
中国科学院安徽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的叶松等［９］对

空间外差光谱技术（ＳＨＳ）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验研

究，并 对 系 统 设 计 展 开 了 研 究；胡 广 骁 等［１０］采 用

ＳＨＲＳ实现了１０ｍ处样品拉曼光谱的检测；罗海燕

等［１１］提出了一种超分辨空间外差光谱仪，其主要针

对大 气 中 的 ＯＨ 自 由 基 进 行 探 测，工 作 波 段 为

３０８．２～３０９．８ｎｍ，并且通过实测验证了空间外差光

谱技术在紫外波段实现超光谱分辨的能力；中国科

学院长春光 学 精 密 机 械 与 物 理 研 究 所 的 Ｑｉｕ等［１２］

提 出 了 ＥＭＳＨＲＳ：Ｅｃｈｅｌｌｅ　ｇｒａｔｉｎｇ－Ｍｉｒｒｏｒ　ＳＨＲＳ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Ｈｅｔｅｒｏｄｙｎｅ　Ｒａｍａｎ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ｅｒ），利用光

栅多级次衍射实现了系统的宽波段和高分辨率。目

前记载于各 种 文 献 中 的ＳＨＲＳ对 于 其 内 部 的 多 级

衍射杂散光均没有进行专门处理，仅仅依靠在样品

与准直透镜前放置滤光片来滤除拉曼信号以外的干

扰信号［１３］（如荧光、仪器所在场所的背景光等）。根

据ＳＨＲＳ的工作原理可知，若光栅使用级次以外的

衍射光（在 本 文 涉 及 的 系 统 中 指０级、＋１级、－２
级、－３级）进入探测器，就会对系统像质形成较 大

干扰。随着ＳＨＲＳ系统向小型化方向发展，其内部

结构愈加紧凑，多级衍射杂散光的传播路径会非常

接近成像光路，影响更为严重，因此，杂散光的抑制

是ＳＨＲＳ系统设 计 的 关 键 环 节［１４］。本 课 题 组 利 用

ＡＳＡＰ软件对ＳＨＲＳ中 的 多 级 衍 射 杂 散 光 进 行 了

仿真分析，根据分析结果对系统杂散光抑制结构进

行了设计及优化，有效地提高了系统的成像质量。

２　ＳＨＲＳ的基本原理

ＳＨＲＳ的光学结 构 如 图１所 示，激 发 光 源 向 待

测样品照射时会产生散射光，其中包含与激发光源

波长相同的瑞利散射以及与激发光源波长不同的拉

曼散射。散射光被滤光片处理后只含有拉曼散射，
经透镜Ｌ１准直后照射到分束器，分成两束光，这两

束光分别经过衍射光栅Ｇ１和Ｇ２衍射，两束衍射光

相干形成干涉 条 纹，通 过 透 镜Ｌ２将 干 涉 条 纹 成 像

图１ ＳＨＲＳ的光学结构

Ｆｉｇ．１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ｈｅｔｅｒｏｄｙｎｅ

Ｒａｍａｎ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ｅｒ

在面阵探测器上，后经傅里叶变换获得拉曼信号中

的光谱信息。
为了分析内部杂散光对仪器性能的影响，对一

个红外激发的ＳＨＲＳ系统（参数见表１，ｆ为成像镜

组的焦距，Ｄ 为 口 径，β为 放 大 率）进 行 仿 真 分 析。
该系统的Ｌｉｔｔｒｏｗ波长设计为１１６４ｎｍ，Ｌｉｔｔｒｏｗ角

为５．０１°，使用级次为－１，分辨能力为３０００，理论分辨

极限约为２．８６ｃｍ－１，光谱范 围 的 理 论 值 为９９４．５～
１１６４ｎｍ，即拉曼位移范围为０～１４６４．３２ｃｍ－１。

表１ ＳＨＲＳ系统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ＳＨＲ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Ｇｒａｔｉｎｇ　 １５０ｌｉｎｅ·ｍｍ－１，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ｗｉｄｔｈ：１０ｍｍ

Ｂｅａｍ　ｓｐｌｉｔｔｅｒ　 １：１ｓｔｅｒｅｏｓｃｏｐｉｃ　ｂｅａｍ　ｓｐｌｉｔｔｉｎｇ　ｐｒｉｓｍ

ＣＣＤ　 １３ｍｍ×１３ｍｍ，１０２４ｐｉｘｅｌ×１０２４ｐｉｘｅｌ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ｆ＝５０ｍｍ，Ｄ＝６０ｍｍ，β≈１：０．９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ｉｚｅ　 ２５５ｍｍ×１６０ｍｍ×９０ｍｍ

３　杂散光分析与抑制方法

３．１　杂散光理论分析

在光学系统中，杂散光的存在会导致系统的灵

敏度和信噪比降低，成像质量变差，严重时甚至会使

系统的目标信号被淹没，而光栅的多级衍射杂散光

是伴随入射信号产生的，无法作为暗噪声去除［１５］。
根据光学辐射传递理论，

ｓｔｒａｙ＝π·ｓｏｕｒｃｅ·ｆＢＲＤＦ·ｆＧＣＦ， （１）
式中：ｓｏｕｒｃｅ为 杂 散 光 源 辐 射 通 量；ｆＧＣＦ为 反 映 杂 散

辐射表面与探测器之间的空间辐射能量传递关系的

０６３００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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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何构成因 子；ｆＢＲＤＦ为 被 杂 散 辐 射 照 射 的 表 面 的

双向反射分布函数，为出射辐射亮度与入射辐照度

之比。ｆＢＲＤＦ的数学表达式［１２］为

ｆＢＲＤＦ＝
Ｌ（θ，，λ０）
Ｅ（θ０，０，λ０）

＝
Ｐｓ／Ωｓ
Ｐｉｃｏｓθｓ

， （２）

式中：θ０ 和θ分 别 为 入 射 光 和 散 射 光 与 发 生 散 射

表面的法线之间的夹角；λ０ 为 入 射 光 波 长；０ 和
分别为入 射 光 和 散 射 光 绕 散 射 表 面 法 线 的 夹 角；

Ｐｓ 为散射光功 率；Ｐｉ 为 入 射 光 功 率；Ωｓ 为 探 测 器

的 接 收 立 体 角；θｓ 为 探 测 器 在 散 射 表 面 投 影 的 倾

斜因子。
杂散光光源具有客观性，其特性不可随意更改。

但对于光栅多级衍射杂散光，可以采取降低光栅非

使用级次衍射效率的方法降低（１）式中的ｓｏｕｒｃｅ；对

光机系统内的反射表面进行处理，能够改变（１）式中

的ｆＢＲＤＦ；也可以通过加入光阑、遮光罩改变（１）式中

的ｆＧＣＦ，以降低杂散光的影响。本研究重点通过使

用杂散光抑制结构来降低仪器的杂散光。

３．２　系统杂散光的仿真与抑制

杂散辐射比最能直接反映杂散光的水平，在设

计的视场范围内，用到达像面的杂散光能量Ｎｓ与到

达像面总能量Ｎｔ之比来表示

ＲＳＮＲ＝
Ｎｓ

Ｎｔ
。 （３）

　　系统使用时会存在一定的视场，本研究涉及的

ＳＨＲＳ视场范围为－２．５°～２．５°。由于视场角越大，
成像光偏离探测器的角度越大，像面接收到的成像

光线数量越少，最终导致信号强度下降。以多视场

验证仪器性能时，主要观察光谱图中的噪声情况以

及输入信号的峰高。

３．２．１　杂散光的分析

目前，国 内 外 比 较 常 用 的 杂 散 光 分 析 软 件 有

ＴｒａｃｅＰｒｏ、ＬｉｇｈｔＴｏｏｌｓ、ＺＥＭＡＸ、ＣＯＤＥＶ和 ＡＳＡＰ
等，其中 ＡＳＡＰ具 有 最 好 的 光 线 追 迹 效 率，并 在 追

迹光线时使 用 Ｍｏｎｔｅ－Ｃａｒｌｏ算 法，更 加 适 合 对 光 机

模型的杂散光进行分析。目前，对于系统杂散光的

研究大多集中在背景噪声及样品本身发出的荧光干

扰方面，而忽视了光栅多级衍射对系统性能的影响。
由ＳＨＲＳ的工作原理可知，使用级次外的衍射光与

成像光一样，也能形成一定频率的干涉条纹，在光谱

上产生峰。所以本次仿真研究仅对系统多级衍射进

行分析。使用的级次外的衍射光并非来源于系统外

部，不属于暗噪声，无法通过算法消除。
为了说明多级衍射杂散光对拉曼光谱的影响，

在系统内追迹光栅产生的所有级次衍射光。本研究

涉及的系统中，１５０ｌｉｎｅ／ｍｍ的 光 栅 在１１６４ｎｍ入

射的情况下，共有０、±１、±２、±３、±４、±５、－６级

衍射光。输 入 波 长 为１１２０ｎｍ（３３７．６ｃｍ－１）的 信

号，追迹１２１条光线［为方便查看各级次角度分布和

光栅间的相互影响，图２（ａ）中给出的是仅追迹一条

光线且无外壳的结果］，光谱 反 演 曲 线 如 图２（ｂ）所

示，各级次照度分布在表２中给出。

图２ 角度分布与拉曼光谱。（ａ）各级次角度分布；

（ｂ）单一波长多级衍射拉曼光谱

Ｆｉｇ．２Ａｎｇｕｌａ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ａｍａｎ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ａ）

Ａｎｇｕｌａ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ａｃｈ　ｄｉｆ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ｒｄｅｒ；

（ｂ）Ｒａｍａｎ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ｏｆ　ｍｏｎｏｃｈｒｏｍａｔｉｃ　ｌｉｇｈｔ

　　　　ｕｎｄｅｒ　ｍｕｌｔｉｓｔａｇｅ　ｄｉｆ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表２ 各衍射级次照度分布

Ｔａｂｌｅ　２ 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ｎｃ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ａｃｈ　ｄｉｆ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ｒｄｅｒ

Ｄｉｆ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ｒｄｅｒ　 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ｎｃｅ／ｌｘ

－１（ｉｍａｇｉｎｇ　ｌｉｇｈｔ） ３２．５４

０　 ０．０１４

＋１　 ０．６６×１０－３

－２　 ０．１６×１０－２

＋２　 ０

－３　 ０．４８×１０－５

＋３　 ０

－４　 ０

＋４　 ０

－５　 ０

＋５　 ０

－６　 ０

０６３００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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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ＳＨＲＳ的工作原理可知，拉曼光谱的峰值横

坐标与干涉条纹的频率有关。因此，当信号中含有

多个波长时，产生干涉条纹的空间频率有可能相同，
最终叠加在光谱上。若较高频率的信号产生了更高

频率的杂散光，当超出仪器检测范围时则不能被完

全采样，会发生混叠现象。如图３所示，信号中包含

的波长越多，光谱图形越复杂。

图３ 多波长噪声叠加。（ａ）１１２０ｎｍ和１１３０ｎｍ信号噪声；

（ｂ）１１１０，１１２０，１１３０，１１４０ｎｍ信号噪声

Ｆｉｇ．３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ｗａｖｅｌｅｎｇｔｈ　ｎｏｉｓｅ　ｓｕｐｅｒ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Ｓｉｇｎａｌ

ｎｏｉｓｅ　ｏｆ　１１２０ｎｍ　ａｎｄ　１１３０ｎｍ；（ｂ）ｓｉｇｎａｌ　ｎｏｉｓｅ　ｏｆ

　１１１０ｎｍ，１１２０ｎｍ，１１３０ｎｍ，ａｎｄ　１１４０ｎｍ

由表２可知，系统杂散光的主要来源为光栅的

０级、＋１级和－２级衍射光。－３级衍射光由于能

量很小，低于信号的５×１０－６，故不做讨论。为方便

后续描述，将两块光栅产生的杂散光逐一编号，如图

４所示，光栅Ｇ１产 生 的０级、＋１级、＋２级 和－２
级衍射杂散光依次编号为杂散光①～④，以同样的

图４ 杂散光来源分布

Ｆｉｇ．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ｒａｙ　ｌｉｇｈｔ　ｓｏｕｒｃｅｓ

顺序编号光栅Ｇ２产生的杂散光为⑤～⑧。

３．２．２　杂散光的抑制方法

３．２．２．１　降低外壳内壁反射率并使表面光滑

通过涂黑、贴膜等方法可以降低表面的反射率。
仪器外壳及内部框架多由金属加工而成，反射率一

般较高。涂黑所用的消光漆可以吸收不同波段的光

线。仿真时，内壁的反射率不作为变量考虑，直接设

定为５％，光线分裂次数设定为２。为了方便后续的

杂散光控制，应使内壁表面光滑，以产生镜面反射。
粗糙的表面会使光线产生漫反射，使杂散光从各个

方向进入探测器，杂散光光路复杂不利于抑制。

３．２．２．２　杂散光抑制结构的设计

１）０视场杂散光抑制结果设计

ＳＨＲＳ系统通常在０视 场 下 工 作，先 针 对０视

场的情况对杂散光进行分析及抑制，以保证仪器能

达到最高 的 性 能。然 后 分 析 仪 器 其 他 视 场 的 杂 散

光，其光路会与０视场时有一定偏差，最后对机械结

构进行修改，以达到在一定视场范围内，都能实现杂

散光的抑制。
入射 光 均 以 Ｌｉｔｔｒｏｗ 角θ 射 向 光 栅，其 中

Ｌｉｔｔｒｏｗ 波 数 的 光 以 原 方 向 反 射 回 分 束 器，非

Ｌｉｔｔｒｏｗ波数的 反 射 光 与Ｌｉｔｔｒｏｗ波 数 的 反 射 光 之

间有一个夹角γ。波数为σ的光的出射角γ由光栅

方程决定，即

σ［ｓｉｎθ＋ｓｉｎ（θ－γ）］＝ｍ／ｄ， （４）
式中：ｍ 为衍射级次；ｄ为光栅刻线宽度。Ｌｉｔｔｒｏｗ
角θ也称为光栅的倾斜角。

按照图５光路中的几何关系，先以０视场为例

推导出此时光阑的位置及孔径，然后通过在θ角上

加一个视场角α即可引申到α视场的位 置 和 孔 径。
由（４）式得到

γ＝θ－ａｒｃｓｉｎ
ｍ
ｄσ－

ｓｉｎθ（ ）。 （５）

设光源半宽度为Ｄ，光阑与光栅的最短距离为Ｌ，光
阑与分束器的 距 离 为Ｌ′。令 光 阑 不 遮 挡 入 射 光 和

出射光，通过几何关系可以得出，光阑的宽度应为

２Ｒ＝２Ｄ＋２Ｌｔａｎ｜γ｜。 （６）

　　光栅Ｇ２产生的杂散光的传播方向与探测器所

在方位相反（或传播方向是逐渐远离探测器的），因

此可以在光栅 前 直 接 用 光 阑 限 制，而 光 栅 Ｇ１产 生

的杂散光的传播方向正是朝向探测器所在的方位，
由于－１与０、－２级衍射光分开的角度不大，即 使

用光阑挡住部分杂散光，依然会有漏光进入探测器，
所以不在光栅Ｇ１前 使 用 光 阑，而 是 通 过 光 学 陷 阱

及视场光阑来抑制。在Ｇ２前Ｌ＝２５ｍｍ处放置光

０６３００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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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０视场的部分光路

Ｆｉｇ．５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ｌｉｇｈｔ　ｐａｔｈ　ｉｎ　０°ＦＯＶ

阑，将σ＝１００５７．２ｃｍ－１（９９４．３ｎｍ 的 偏 离 角 度 最

大）代入（５）式，再由（６）式可以计算出０视场光阑的

宽度为１０．７６ｍｍ，以 最 大 限 度 抑 制０视 场 杂 散 光。
同时，杂散光⑤和杂散光⑥经仪器内壁反射（图４右

上方）后会回到Ｇ２，可以用一个挡板改变光路，并与

光阑一体化，同时可避免光阑反射的光线进入成像

光路，杂散光⑦会在光阑内被多次反射吸收，杂散光

⑧在 到 达 探 测 器 前 已 被 仪 器 内 壁 吸 收，能 量 为０。
光阑及挡板如图６中与外壳相连的粗实线所示，挡

住了杂散光⑤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漏光照射到分束

器后反射到探测器上。

图６ Ｇ２光阑的位置

Ｆｉｇ．６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Ｇ２ｓｔｏｐ

在某些关键位置使用光学陷阱，杂散光在光学

陷阱内会产生多次反射，使其能量衰减至极低，不影

响系统性能，图７是光学陷阱的放大示意图。光学

陷阱可以根据杂散光光束的宽窄以及不同视场的入

射角度来决定陷阱最外侧两个叶片的夹角，以覆盖

较大的范围。内部叶片的数量取决于内部的反射次

数，若反射次数较少，可以通过增加叶片数量使陷阱

内局部变窄，增加杂散光在其内部的反射次数。光

学陷阱可根据实际情况来设计，所以应用也比较灵

活，最适合补偿漏光。

由于图６中 部 分 杂 散 光⑤与 成 像 光 的 光 路 重

图７ 光学陷阱示意图

Ｆｉｇ．７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ｏｆ　ｌｉｇｈｔ　ｔｒａｐ

合，光阑无法抑制，需完全分开才能抑制。二者照射

在分束器上的角度不同，经分束器反射后便完全分

开，并且该部分漏光与杂散光⑧有一处交汇，在此处

用光学陷阱最恰当，能同时抑制两束杂散光，光学陷

阱位置在图８中以粗实线方框标出。

图８ 补偿漏光的光学陷阱的位置

Ｆｉｇ．８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ｇｈｔ　ｔｒａｐ　ｆｏｒ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ｎｇ　ｌｉｇｈｔ　ｌｅａｋａｇｅ

因为光学陷阱等效于一个“没有光线出射”的抑

制结构，且体积很小，所以适合用来抑制能量集中的

杂散光，并 减 小 抑 制 结 构 在 仪 器 内 部 占 用 的 面 积。
通过调整陷阱中叶片的数量和角度，能保证内部的

反射次数足够多，令出射光能量低至可以忽略。
与前一个光学陷阱类似，杂散光①和③也有一

处交汇，在此处也放置一个光学陷阱。同时发现杂

散光②与内壁接触的地方可以利用一挡板与内壁形

成一个角度，达到一个光学陷阱的效果。挡板和光

学陷阱的位置以粗实线方框在图９中标出，可以有

效抑制杂散光①、②和③。

从图１０所示的光路来看，０视场下已经没有杂

散光进入探测器，但抑制结构的实际效果还需参考

光谱的质量。通过对比抑制前后的光谱图可知，杂

散光抑制结构改善了光谱质量，控制了杂散光后，得
到的光谱已经和理论上的图形一致，如图１１所示。

２）－２．５°～２．５°视场内杂散光结构抑制分析

系统应能够在一定的视场下工作，随着光源入

射角改变，照射在探测器上的光束位置随之改变，即

０６３００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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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光学陷阱及挡板的位置

Ｆｉｇ．９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ｌｉｇｈｔ　ｔｒａｐｓ　ａｎｄ　ｂａｆｆｌｅｓ

图１０ 抑制杂散光后的系统光路图

Ｆｉｇ．１０ Ｌｉｇｈｔ　ｐａｔｈ　ａｆｔｅｒ　ｓｔｒａｙ　ｌｉｇｈ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

图１１　０视场杂散光抑制前后的光谱。（ａ）抑制前；（ｂ）抑制后

Ｆｉｇ．１１ Ｒａｍａｎ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ｓｔｒａｙ　ｌｉｇｈ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ｎ　０°ＦＯＶ．（ａ）Ｂｅｆｏｒ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ｂ）ａｆｔｅ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

照射在像面上的光线数量发生变化，部分光线偏离

探测器，导致信号能量降低。通过几何光学原理计

算可知，本系统在－３．２°～３．２°视场下的出射光基本

完全偏离探测器，信号强度为０。在－２．５°～２．５°视

场范围内，信号强度最低为０视场的一半。因此，在

０视场抑制结构的设计上进行优化，以保证系统 在

－２．５°～２．５°视场范围内的性能。
在前 文 所 述０视 场 已 经 抑 制 了 杂 散 光 的 条 件

下，改变视场以验证其抑制效果，结果发现，视场改

变后，最明显的问题是漏光，杂散光与两束成像光线

发生干涉，对光谱有严重影响，由杂散光引起的高频

信号 强 度 甚 至 高 于 信 号 强 度。如 图 １２ 所 示 是

±１．３°和±２．５°视场的光谱。

图１２ 不同视场范围的光谱。（ａ）±１．３°；（ｂ）±２．５°

Ｆｉｇ．１２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ＯＶ　ｒａｎｇｅｓ．（ａ）ＦＯＶ　ｏｆ

±１．３°；（ｂ）ＦＯＶ　ｏｆ±２．５°

此时可以通过在成像透镜组后方用视场光阑来

补偿漏光，在前文讨论的基础上，通过（５）～（６）式将

入射角从θ变为θ＋α，可以引申到视场角为α的情

况。将θ替换为θ＋α并代入（５）式后得到

γ′＝θ＋α－ａｒｃｓｉｎ
ｍ
ｄσ－

ｓｉｎ（θ＋α）［ ］。 （７）

　　此时入射光在光阑面上的宽度应为Ｄ／ｃｏｓα，
将其代入（６）式和（７）式可得到视场为α时光阑的半

宽度为

Ｒ′＝
Ｄ
ｃｏｓα＋

Ｌｔａｎγ′＝
Ｄ
ｃｏｓα＋

Ｌ　ｔａｎθ＋α－ａｒｃｓｉｎ
ｍ
ｄσ－

ｓｉｎ（θ＋α）［ ］｛ ｝。（８）
　　根据（７）～（８）式计算２．５°时光阑的最大宽度，

将α＝２．５°和σ＝１００５７．２ｃｍ－１代 入 后，得 到Ｒ′≈
７．６３ｍｍ，这意味着将光栅Ｇ２前方的光阑孔径调整

为１５．２６ｍｍ可不遮挡在－２．５°～２．５°视场范围内的

Ｇ２成像 光。同 时，在 透 镜 组 后 方 放 置 两 个 孔 径 为

０６３００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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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ｍｍ的光阑，能够补偿视场改变带来的漏光，其位

置和抑制效果在图１３中的光路中可以明显看出，两
道视场光阑（用粗实线表示）共同将漏光挡在探测器

之外。

图１３ 视场光阑示意图

Ｆｉｇ．１３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ｏｆ　ｆｉｅｌｄ　ｓｔｏｐ

再次输入１１２０ｎｍ信号，得到±１．３°和±２．５°视

场的光谱如图１４所示。由仪器的工作原理可知，关
于０°对称的两个视场得到的干涉条纹频率相同，即

光谱峰位置相同。

图１４ 抑制后的多视场光谱。（ａ）±１．３°视场；

（ｂ）±２．５°视场

Ｆｉｇ．１４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ｉｎ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ＦＯＶｓ　ａｆｔｅ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ＦＯＶ　ｏｆ±１．３°；（ｂ）ＦＯＶ　ｏｆ±２．５°

图１４（ａ）、（ｂ）两 图 中 的 光 谱 效 果 良 好，仅 强 度

和位置有少许变化。强度变化是因为已经有部分光

线偏离探测器，横坐标变化是因为视场角变化后，出
射波前夹角相应变化，导致干涉条纹空间频率发生

改变，符合仪器的工作原理，属于正常变化。反演光

谱上没有噪声，说明调整后的抑制结构能够配合这

个视场范围工作。
增加了杂散光抑制结构的系统结构如图１５所

示，该设计能够在－２．５°～２．５°视场内抑制多级衍射

杂散光，系统的多级衍射杂散辐射比由４．９９６×１０－３

下降到１．５７×１０－８以下。

图１５ 系统结构图

Ｆｉｇ．１５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ｓｙｓｔｅｍ

图１６是探测器上接收到的０视场干涉条纹，可
见，没有产生由杂散光引起的光斑和高频条纹，光谱

中也没有杂散光引起的高频光谱峰。

图１６ 干涉条纹

Ｆｉｇ．１６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ｒｉｎｇｅｓ

４　结　　论

研究了ＳＨＲＳ中 光 栅 多 级 衍 射 杂 散 光 对 系 统

成像 质 量 的 影 响，利 用 ＡＳＡＰ 光 学 仿 真 软 件 对

ＳＨＲＳ中光栅产生的多级衍射杂散光进行仿真与分

析，基于 挡 板、光 阑 和 光 学 陷 阱 设 计 了ＳＨＲＳ杂 散

光抑制结构，研究 结 果 表 明：对 于 小 型 化ＳＨＲＳ，光

栅多级衍射杂散光会严重影响系统的成像质量，必

须进行合理抑制；通过挡板、光阑和光学陷阱等方法

的合理化设 计，杂 散 辐 射 比 从４．９９６×１０－３下 降 到

１．５７×１０－８以下。此外，针对－２．５°～２．５°视场内的

杂散光进行了分析，优化了抑制结构。以上研究成

果对解决小型化ＳＨＲＳ杂散光的问题提供了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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