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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尺寸反射式光栅是提高天文光谱仪分辨率和啁啾脉冲放大系统输出能量的核心元件。随 着 天 文 和 激 光 核 聚 变

技术的发展，大尺寸反射式光栅的研制已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相较于单块大尺寸反射式光栅的研制，拼接法以

其难度系数低、制作成本低和待拼接的小光栅易制作、质量高等优点成为了制作大尺寸反射式光栅的主要方法。本文介

绍了大尺寸反射式光栅拼接技术的基本原理，详细综述了光栅拼接技术的研究进展，包括光栅拼 接 误 差 检 测 理 论、光 栅

拼接误差分离、拼接光栅波前相位校正、光栅拼接误差维数的削减和光栅拼接装置，最后总结了光 栅 拼 接 技 术 的 优 缺 点

并指出了其未来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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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在天文领域和激光核聚变领域，大尺寸衍射

光栅是影响光谱仪分辨率和激光器拍瓦级能量输

出的主要因素［１－６］。一般情况下，衍射光栅的刻线

长度或刻线宽度达到０．５ｍ及以上时，称之为大

尺寸衍 射 光 栅。由 于 衍 射 光 栅 刻 划 存 在 诸 多 难

题，衍射光栅的尺寸一直受到限制。１９６５年光栅

拼接技术被提出，并于１９８０年成功地应用于加拿

大自治领 天 体 物 理 观 测 台 的Ｃａｎａｄａ－Ｆｒａｎｃｅ－Ｈａ－
ｗａｉｉ天文望远镜Ｃｏｕｄé光谱仪中，此时衍射光栅

的尺寸才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高分辨率光谱仪

和高能量激光器的研制也得以有了突破［７］。

最初的光栅拼接是指利用机械装置将两块或

多块参数相同的小尺寸光栅拼接在一起，调整光

栅的相对位置姿态，使各光栅引入的入射光束的

相位变化相接近，在一定精度要求下可当作一整

块光栅使用，即机械式拼接。但这种技术拼接的

光栅在使用时需要实时检测并加以调整，才能保

证拼接的波前精度。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美国理

查 森 实 验 室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　Ｇｒａｔｉｎｇ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ＲＧＬ）提出了复制拼接［８－９］。复制拼接是指将满足

波前精度要求的机械式拼接光栅同时复制到一块

基底上，最后完成复制光栅的分离，获得复制拼接

光栅。这种技术主要依赖于机械式拼接，且在复

制时拼接光栅的波前未得到实时检测，拼接误差

发生变化后无法及时校正，不易保证复制拼接光

栅的波前。

借鉴机械式拼接，国内外学者又提出 了 曝 光

拼接。苏州大学基于参考光栅的曝光拼接法制作

了 拼 缝 处 精 度 优 于０．０５λ，尺 寸 为 ８０ ｍｍ×

１１０ｍｍ的拼接光栅［１０］。清华大学基于潜像光栅

的曝光拼接法制作了－１级衍射波前差为０．０６λ，

尺寸为（６０＋２８）ｍｍ×（５３＋３０）ｍｍ 的 拼 接 光

栅［１８］。美国普利 茅 斯 光 栅 实 验 室 基 于 步 进 扫 描

曝光拼接制 作 了 衍 射 波 面 质 量 达０．１７λ，尺 寸 为

９１０ｍｍ×４２０ｍｍ的 拼 接 光 栅［１１］。曝 光 拼 接 通

过多次移动基板对不同区域进行全息曝光，以实

现光栅面积的扩大。目前，曝光拼接主要有基于

参考光栅的 曝 光 拼 接［１０，１２－１３］、基 于 潜 像 光 栅 的 曝

光拼接［１４－１５］和步进扫描曝光拼接［１１，１６－１７］。曝光拼

接方便快捷、产量高，且拼接的光栅使用难度低。

但曝光拼接对曝光光束和基板的相对位置控制具

有非常高的要求，曝光与检测中任何不稳定性因

素都会引入拼接误差，影响光栅的波前质量。

从成本、难度系数、技术成熟 度 等 角 度 考 虑，

相较于复制拼接和曝光拼接，机械式拼接更有利

于米级甚至更大尺寸光栅的研制，满足未来天文

和核聚变领域对光栅尺寸的要求，如３０米望远镜

（ＴＭＴ）［１９－２０］，ＯＭＥＧＡ　ＥＰ［２１］、ＦＩＲＥＸ［２２］ 和 神

光［２３］等项目，它们应用的米级大尺寸光栅皆是采

用机械式拼接法获得的。

为给光栅拼接技术的进一步研究提供详细的

参考，本文论述了光栅拼接技术的基本原理，详细

综述了光栅拼接技术的研究进展，并总结了光栅

拼接技术的特点及发展趋势。

２　光栅拼接技术的基本原理

　　如图１所示，两块光栅在拼接时存在着六维

误差、绕光栅矢量方向的旋转误差Δθｘ、绕光栅栅

线方向的旋 转 误 差Δθｙ、绕 光 栅 法 线 方 向 的 旋 转

误差Δθｚ、沿光 栅 矢 量 方 向 的 平 移 误 差Δｘ、沿 光

栅栅线方向的平移误差Δｙ和沿光栅法线方向的

平移误差Δｚ。其中，沿光栅栅线方向的平移误差

Δｙ只影响拼接光栅的有效面积，不影响拼接光栅

的性能，所以可忽略；误差Δθｘ和Δθｚ不 仅 会 导 致

光栅表面返回光与参考光产生的干涉条纹发生宽

窄变化，还会导致光栅的远场衍射光斑发生纵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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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误差Δθｙ不 仅 会 使 光 栅 表 面 返 回 光 与 参 考

光产生的干涉条纹发生倾斜，还会导致光栅的远

场衍射光斑发生横向分离；误差Δｘ和Δｚ会不仅

会光栅表面返回光与参考光产生的干涉条纹发生

错位，还会导致光栅的远场衍射光斑产生缝隙。

图１　光栅拼接时存在的拼接误差

Ｆｉｇ．１　Ｍｏｓａｉｃ　ｅｒｒｏｒ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ｇｒａｔｉｎｇｓ

影响光栅性能的五维误差中，Δθｘ，Δθｙ和Δｚ
称为共面误差；Δθｚ和Δｘ称为面内误差。共面误

差的反馈信息主要依靠光栅的零级衍射光检测获

得，共面误差 中Δｚ波 长 整 数 倍 误 差 的 反 馈 信 息

主要依靠双波长或双入射角检测光检测获得。面

内误差的反馈信息主要依靠光栅的衍射级光检测

获得。光栅拼接技术的原理是根据五维拼接误差

的反馈信息，利用机械拼接装置校正五维拼接误

差，使拼接光栅的波前精度满足使用要求。

３　光栅拼接技术的研究进展

３．１　光栅拼接误差检测理论

光栅拼接误差检测理论有干涉原理［８］和远场

衍射原理［２５］。其中，远场衍射原理利用光栅的衍

射光被聚焦在探测器上形成的衍射光斑的变化来

判断光栅间的拼接误差；干涉原理利用拼接光栅

面返回光与干涉仪参考光形成的干涉条纹的变化

来判断光栅间的拼接误差。
二十世纪 八 十 年 代，美 国 ＲＧＬ首 先 利 用 干

涉原理进行 光 栅 拼 接。ＲＧＬ采 用 干 涉 仪 检 测 光

栅波前，利用光栅的零级光和衍射级光检测光栅

间 的 拼 接 误 差，从 而 完 成 了 两 块 ２１４ ｍｍ×
４１５ｍｍ的中阶梯光栅的复制拼接，拼接光栅的共

面误差优于４．８４８μｒａｄ
［８］。图２为ＲＧＬ利用斐

索干涉仪检测拼接光栅误差时获得的干涉条纹。

图２　曝光拼接光栅的干涉条纹［８］

Ｆｉｇ．２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ｒｉｎｇｅｓ　ｏｆ　ｔｉｌｉｎｇ　ｇｒａｔｉｎｇ［８］

２００４年，日 本 山 梨 大 学 的 Ｈａｒｉｍｏｔｏ等 人 针

对基于远场衍射原理的拼接光栅检测进行理论分

析［２４］。他们利用 夫 琅 禾 费 积 分 方 法 建 立 了 拼 接

光栅误差与远场光斑能量的数学模型，并根据该

模型计算出了５００ｍｍ×５００ｍｍ的 阵 列 光 栅 拼

接时的共面误差为０．２５μｒａｄ。图３为仿真得到

的拼接光栅的远场衍射光斑。

图３　拼接光栅的远场衍射光斑［２４］

Ｆｉｇ．３　Ｆａｒ－ｆｉｅｌｄ　ｄｉｆ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ｓｐｏｔ　ｏｆ　ｔｉｌｉｎｇ　ｇｒａｔｉｎｇ［２４］

比较基于干涉原理（条纹法）和基于远场衍射

原理（光斑法）拼接的光栅可知，后者的光栅波前

优于前者，光斑法的误差测量精度比条纹法的误

差测量精度高。不过，２００７年美国罗彻斯特大学

ＱＩＡＯ等人对远场光斑和近场衍射波面的分析表

明，大口径光束远场成像系统存在像差，而像差的

存在会导致拼接的波前与测量的远场光斑所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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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拼接误差不一致，最佳的远场光斑质量并非对

应最佳的拼接状态，而近场的所有拼接子光栅波

前均能够较好地反应拼接质量［２１］。因此，基于干

涉原理进行光栅拼接，基于远场衍射原理进行检

测的思想由此形成，光栅拼接误差的检测理论得

到了完善。
国内最早开展光栅拼接误差检测理论研究的

是长春光机所［２５］。２０００年，赵博等人提出位相拼

接的概念，并建立了一维位相误 差 模 型［２６－２７］。随

后，四川大学的马延琴［２８－２９］和上海光机所的马雪

梅［３０－３１］等人针对拼接误差对远场光能量分布的影

响也进行了研究。

３．２　光栅拼接误差的分离

依据光栅拼接五维误差对拼接光栅波前相位

的影响，在进行误差校正时Δθｘ和Δθｚ会出现相互

补偿，Δｘ和Δｚ也 会 出 现 补 偿，光 栅 拼 接 误 差 无

法得到完全校正。因此，需要实现五维误差的分

离检测。

图４　三波长光栅拼接误差检测光路

Ｆｉｇ．４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ｐａｔｈ　ｏｆ　ｔｈｒｅｅ－ｃｏｌｏｒ　ｗａｖｅｌｅｎｇｔｈ　ｍｏｓａｉｃ

ｅｒｒｏｒ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２００７年，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杨学东等人

利用单波长的零级和衍射级光实现了光栅间旋转

偏差的分离检测，利用迈克耳逊干涉仪实现了前

后平移误差的 检 测，但 没 有 实 现 平 移 误 差Δｘ的

分离检测［３２］。同年，清华大学的曾理江和李立峰

等人提 出 严 格 拼 接（Δθｘ＝０，Δθｙ＝０，Δθｚ＝０，

Δｚ＝０，Δｘ＝ｎｄ，其 中ｄ为 光 栅 常 数，ｎ为 任 意 整

数），并根据五维拼接误差与相位差的关系，设计

了三波长误差检测光路，利用单波长的零级和衍

射级光完成旋转误差的分离检测，利用双波长的

衍射级光完成平移误差的分离检测，最终实现了

光栅拼接五维误差的分离检测，完成了光栅的严

格拼接。如图４所示（彩图见期刊电子版），在该

光路中，红色光束为零级误差检测光；蓝色光束和

紫色光束为衍射级误差检测光；绿色光束为第三

波长检测光，用于检测光栅的拼接质量［３３－３６］。
杨学东和曾理江等人都是基于远场衍射原理

拼接光栅。不同于此，２０１６年卢禹先等人基于干

涉原理设计了光栅拼接误差检测系统，分三步实

现了五维拼接误差的分离与消除［３７－３８］。如图５所

示，在该系统中，引入了一个楔形棱镜，进而引入

了一个不同入射角的检测光，增大了沿光栅法线

方向平移误差的初始调整范围，消除了因该误差

整数倍无法确定的测量不确定性。

图５　基于波前法的光栅拼接误差检测光路

Ｆｉｇ．５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ｐａｔｈ　ｏｆ　ｍｏｓａｉｃ　ｅｒｒｏｒ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ｗａｖｅ－ｆｒｏ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

３．３　拼接光栅的波前相位校正

大尺寸拼接光栅的波前精度主要依赖于拼接

装置，而拼接装置的精度和稳定性受环境影响很

大。拼接光栅的波前精度发生变化后，拼接光栅

的波前相位也会发生变化。因此，为了保证拼接

光栅在使用时的波前相位，需要校正拼接光栅的

波前相位。
拼接光栅的波前相位校正主要有两 种 方 法：

设计相位检测光路，直接调整光栅校正相位；从几

何光学角度出发，基于同一光路中两反射镜对光

束指向和相位的影响可以相互补偿的原则，在压

缩器中引入平面镜，调整平面镜校正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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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马赫－增德干涉仪相位检测光路

Ｆｉｇ．６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ｐａｔｈ　ｏｆ　ｐｈａｓ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ｂｙ　Ｍａｃｈ－Ｚｅ－
ｈｅｎｄｅｒ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ｅｒ

图７　拼接光栅相位检测光路

Ｆｉｇ．７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ｐａｔｈ　ｏｆ　ｐｈａｓ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ｍｏｓａｉｃ

ｇｒａｔｉｎｇ

　　美国罗 彻 斯 特 大 学 的 激 光 力 能 学 实 验 室［３９］

和中国工程 物 理 研 究 院［４０－４１］分 别 利 用 马 赫－增 德

干涉仪和与主光束具有不同的波长和入射角的检

测光束检测压缩器中拼接光栅的波前相位，通过

调整一组拼接光栅中单块光栅的位姿校正压缩器

中拼接光栅 的 波 前 相 位 差。图６为 利 用 马 赫－增
德干涉仪进行相位检测的光路。图７为２００８年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设计的相位检测光路（彩图

见期刊电子版），图中，绿色光束为零级检测光束，

蓝色光束为一级检测光束。

法国ＣＥＡ　ＣＥＳＴ的Ｎ．Ｂｌａｎｃｈｏｔ［４２］等和重庆

大学的王胤［４３］分 别 在 脉 冲 压 缩 器 结 构 中 引 入 了

一块可三维调整的平面镜（Ｓｅｇｍｅｎｔｅｄ　Ｍｉｒｒｏｒ）和

在压缩器检测光路中引入了一对小口径动静反射

镜，通过调整平面镜和能动小口径反射镜来校正

拼接光栅的波前相 位。图８为 Ｎ．Ｂｌａｎｃｈｏｔ等 设

计的压缩器结构图。图９为王胤设计的相位校正

光路图，图中，Ｍ１ 为小口径静反射镜，Ｍ２ 为小口

径动反射镜，ＡＭＰ为放大器。

图８　Ｎ．Ｂｌａｎｃｈｏｔ等设计的压缩器结构图

Ｆｉｇ．８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ｏｒ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ｂｙ
Ｎ．Ｂｌａｎｃｈｏｔ　ｅｔ　ａｌ．

图９　光栅拼接误差补偿光路

Ｆｉｇ．９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ｎｇ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ｐａｔｈ　ｏｆ　ｇｒａｔｉｎｇ　ｍｏｓａｉｃ

ｅｒｒｏｒ

３．４　光栅拼接误差维数的削减

利用拼接技术制作大尺寸衍射光栅，需 要 完

成五维误差的分离检测与消除，且拼接光栅的尺

寸越大，拼接误差对光栅波前的影响越明显，对误

差检测系统和拼接装置的精度要求越高，拼接光

栅的难度也越大。因此，国内外学者开始考虑降

低光栅拼接误差的维数，以降低拼接技术制作大

尺寸光栅的难度。

２００４年，美国罗彻斯特大学的特伦斯等人提

出补偿拼接，即对于特定的波长和入射角，光栅拼

接误差Δθｘ和Δθｚ产生的竖直倾斜相位差可以相

互补偿，Δｘ和Δｚ产生的水平倾斜相位差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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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补偿。因此，把五维拼接误差简化为三维拼

接误差，减少了光栅拼接的调整误差，降低了光栅

拼接装置的研制难度，但该种拼接方法制作的光

栅只适用于特定的波长和入射角［４４］。
考虑补偿拼接光栅使用的局限性，国 内 上 海

激光与等离子体研究所的李朝阳等人基于衍射原

理提出了物像光栅自拼接的光栅拼接方法。其中

像光栅依靠平面镜进行调整，因此该方法仅存在

三个维度的拼接误差，绕栅线方向的旋转误差、绕
光栅法线方向的旋转误差和沿光栅矢量方向的平

移误差。该方法虽然减少了光栅的调整误差，但

对拼接精度和系统稳定性的要求比双光栅拼接更

高。物像光栅自拼接示意图如图１０所示［４５－４６］。

图１０　物像光栅自拼接

Ｆｉｇ．１０　Ｏｂｊｅｃｔ－ｉｍａｇ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ｓｅｌｆ－ｔｉｌｉｎｇ

　　美国罗彻斯特大学和上海激光与等离子体研

究所在实现光栅拼接误差降维的同时，增大了光

栅拼接的难度和拼接光栅的使用局限性。因此，
他们的研究不适用于实际工程，光栅拼接误差的

降维还应做进一步的研究。

３．５　光栅拼接装置

光栅可以使光谱仪获得高分辨率，激 光 器 获

得高 能 量 输 出，但 光 栅 波 前 误 差 会 影 响 其 性 能。
因此，光栅间的平移误差需要达到纳米量级，旋转

误差需要达到亚微弧度量级。而拼接光栅的波前

精度主要依赖于拼接装置，所以拼接装置的调节

精度和稳定性是影响拼接光栅性能的主要因素。
国内外机构研制的典型光栅拼接装置如表１

所 示［４７－６３］。由 此 可 知，国 外 装 置 最 高 可 实 现

４０ｎｍ的平移精度 和０．４μｒａｄ的 旋 转 精 度，稳 定

性最高可保持１６ｈ；国内装置最高可实现２０ｎｍ
的平移精度和０．３μｒａｄ的旋转精度，稳定性最高

可保持２ｈ。
在实际工程中，由于拼接光栅的波前 稳 定 时

间有限，所以需要不断地对光栅波前进行相位校

正。这既增加了拼接光栅的使用难度，也影响了

工程的质量。目前，光栅波前的稳定时间最高为

１６ｈ，虽然可以满足工程实验要求，但相较于单块

大尺寸光栅，拼接光栅的波前稳定时间还应进一

步提高，即拼接装置的稳定性还应做进一步提升。

表１　光栅拼接装置的研究情况

Ｔａｂ．１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ｇｒａｔｉｎｇ　ｔｉｌｉｎｇ　ｄｅｖｉｃｅｓ

机构 应用 时间 拼接精度（平移；旋转） 稳定时间／ｈ 拼接光栅尺寸

德国Ｊｅｎａ大学 ＰＯＬＡＲＩＳ　 ２００６　 ４０ｎｍ；０．４μｒａｄ － ７００ｍｍ×１９０ｍｍ

美国罗彻斯特大学 ＯＭＥＧＡ　ＥＰ　 ２００７　 ０．１３μｍ；０．２μｒａｄ　 １２　 １４１０ｍｍ×４３０ｍｍ

日本大阪大学 ＦＩＲＥＸ　 ２００８　 ５０ｎｍ； １．０５　 １　８４０ｍｍ×４１０ｍｍ

法国ＣＥＡ　ＣＥＳＴ　 ＰＥＴＡＬ　 ２００８　 ５０ｎｍ；１μｒａｄ　 １６　 ９００ｍｍ×４２０ｍｍ

哈尔滨工业大学 神光 ２０１１　 ２０ｎｍ；０．３μｒａｄ　 ２　 １　２２０ｍｍ×３５０ｍｍ

４　结　论

　　除了研制单块大尺寸反射式光栅，拼接法是

制作大尺寸反射式光栅最有效的方法。该方法拼

接的 大 尺 寸 反 射 式 光 栅 已 被 应 用 于 ＯＭＥＧＡ
ＥＰ、ＰＥＴＡＬ、ＳＵＢＲＡＲ和ＶＬＴ等项目中。根据

光栅的生产情况、光栅拼接装置的研制情况和拼

接光栅的应用情况，拼接法制作大尺寸光栅具有

以下特点：制作成本低；待拼接的小光栅易制作，
质量高；可根据光栅的尺寸需求进行拼接；拼接的

大尺寸光栅使用时需要携带拼接架且需要实时检

测和调整；具备五个维度调整的高精度和高稳定

性拼接装置的研制难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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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国内外学者的大量研究，光栅拼 接 误 差

检测理论、光栅拼接误差分离和拼接光栅波前相

位校正虽已趋于完善，但光栅拼接技术还应从以

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

（１）削减光栅拼接误差的维数；
（２）提高装置的稳定性；
（３）探索低难度拼接方法，能够使拼接的光栅

不仅使用方便且容易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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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ｔ　ａｌ．．Ｈｅｃｔｏｃｈｅｌｌｅ：ａ　ｍｕｌｔｉ－ｏｂｊｅｃｔ　ｅｃｈｅｌｌｅ　ｓｐｅｃｔｒｏ－

ｇｒａｐｈ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ｄ　ＭＭＴ［Ｊ］．ＳＰＩＥ，１９９８，

３３５５：２４２－２５２．
［３］　ＤＥＫＫＥＲ　Ｈ，Ｄ＇ＯＤＯＲＩＣＯ　Ｓ．ＵＶＥＳ，ｔｈｅ　ＵＶ－ｖｉｓ－

ｕａｌ　ｅｃｈｅｌｌｅ　ｓｐｅｃｔｒｏｇｒａｐｈ　ｆｏｒ　ｔｈｅ　ＶＬＴ［Ｊ］．Ｔｈｅ　Ｍｅｓ－
ｓｅｎｇｅｒ，１９９２，７０：１３－１７．

［４］　ＷＡＸＥＲ　Ｌ　Ｊ，ＭＡＹＷＡＲ　Ｄ　Ｎ，ＫＥＬＬＹ　Ｊ　Ｈ，ｅｔ

ａｌ．．Ｈｉｇｈ－ｅｎｅｒｇｙ　ｐｅｔａｗａｔｔ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Ｏｍｅｇａ

Ｌａｓｅｒ［Ｊ］．Ｏｐ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ｈｏｔｏｎｉｃｓ　Ｎｅｗｓ，２００５，１６
（７）：３０－３６．

［５］　ＺＵＥＧＥＬ　Ｊ　Ｄ，ＢＯＲＮＥＩＳ　Ｓ，ＢＡＲＴＹ　Ｃ，ｅｔ　ａｌ．．

Ｌａｓｅｒ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ｆｏｒ　ｆａｓｔ　ｉｇｎｉｔｉｏｎ［Ｊ］．Ｆｕｓｉｏｎ　Ｓｃｉ－
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６，４９（３）：４５３－４８２．

［６］　ＢＬＡＮＣＨＯＴ　Ｎ，ＢＩＧＮＯＮ　Ｅ，ＣＯＣ　Ｈ，ｅｔ　ａｌ．．

Ｍｕｌｔｉ－ｐｅｔａｗａｔｔ　ｈｉｇｈ　ｅｎｅｒｇｙ　ｌａｓｅｒ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ＬＩＬ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Ａｑｕｉｔａｉｎｅ［Ｊ］．ＳＰＩＥ，２００６，５９７５：

５９７５０Ｃ．
［７］　ＢＲＥＡＬＥＹ　Ｇ　Ａ，ＦＬＥＴＣＨＥＲ　Ｊ　Ｍ，ＧＲＵＮＤＭＡ－

ＮＮ　Ｗ　Ａ，ｅｔ　ａｌ．．Ａｄｊｕｓｔａｂｌｅ　ｍｏｓａｉｃ　ｇｒａｔｉｎｇ　ｍｏｕｎｔｓ
［Ｊ］．ＳＰＩＥ，１９８０，２４０：２２５－２２８．

［８］　ＢＬＡＳＩＡＫ　Ｔ，ＺＨＥＬＥＺＮＹＡＫ　Ｓ．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ｃ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ｒｇｅ　ｍｏｓａｉｃ　ｄｉｆ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ｇｒａｔｉｎｇｓ［Ｊ］．

ＳＰＩＥ，２００２，４４８５：３７０－３７７．
［９］　朱永田．８－１０ｍ级光学／红外望远镜的高分辨率光

谱仪［Ｊ］．天文学进展，２００１，１９（３）：３３６－３４５．

ＺＨＵ　Ｙ　Ｔ．Ｈｉｇｈ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ｓｐｅｃｔｒｏｇｒａｐｈｓ　ｆｏｒ　８－１０

ｍ　ｃｌａｓｓ　ｏｐｔｉｃａｌ／ＩＲ　ｔｅｌｅｓｃｏｐｅｓ［Ｊ］．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Ａｓ－
ｔｒｏｎｏｍｙ，２００１，１９（３）：３３６－３４５．（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０］　李朝明，吴建宏，陈 新 荣，等．脉 冲 压 缩 光 栅 光 学 拼

接方 法 研 究［Ｊ］．光 学 学 报，２００９，２９（７）：１９４３－

１９４６．

ＬＩ　ＣＨ　Ｍ，ＷＵ　Ｊ　Ｈ，ＣＨＥＮ　Ｘ　Ｒ，ｅｔ　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ｏ　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ｅ　ｐｕｌｓｅ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ｍｏｓａｉｃ　ｇｒａｔｉｎｇ［Ｊ］．Ａｃｔａ　Ｏｐｔｉｃａ　Ｓｉｎｉ－
ｃａ，２００９，２９（７）：１９４３－１９４６．（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１］　ＭＡ　Ｄ　Ｈ，ＺＨＡＯ　Ｙ　Ｘ，ＺＥＮＧ　Ｌ　Ｊ．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ｕｎ－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ｒｅｃｏｒｄｉｎｇ　ｌｅｎｇｔｈ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　ｌｉｔｈｏｇｒａｐｈｙ
ｖｉａ　ｂｒｏａｄ－ｂｅａｍ　ｓｃａｎｎｉｎｇ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ｗｉｔｈ　ｓｅｌｆ－ｒｅｆｅｒ－
ｅｎｃｉｎｇ　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Ｊ］．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ｐｏｒｔｓ，２０１７，７
（１）：９２６．

［１２］　钱国 林，吴 建 宏，李 朝 明．单 基 片 多 次 曝 光 实 现 光

栅拼接的理论分析［Ｊ］．光学仪器，２００８，３０（６）：８１－
８５．

ＱＩＡＮ　Ｇ　Ｌ，ＷＵ　Ｊ　Ｈ，ＬＩ　ＣＨ　Ｍ．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

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ｉｌｅｄ　ｇｒａｔｉｎｇ　ｂｙ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ｈｏｌｏｇｒａｍ

ｏｎ　ｓｉｎｇｌｅ　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Ｊ］．Ｏｐｔｉｃａｌ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２００８，３０（６）：８１－８５．（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３］　ＴＵＲＵＫＨＡＮＯ　Ｂ　Ｇ，ＧＯＲＥＬＩＫ　Ｖ　Ｐ，ＫＯＶＡＬＥＮ－
ＫＯ　Ｓ　Ｎ，ｅｔ　ａｌ．．Ｐｈａｓｅ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ｏｆ　ａ　ｈｏｌ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ｍｅ－
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ｆ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ｇｒａｔｉｎｇ　ｏｆ　ｕｎｌｉｍｉｔｅｄ　ｌｅｎｇｔｈ［Ｊ］．

Ｏｐｔｉｃｓ　＆Ｌａｓｅｒ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６，２８（４）：２６３－２６８．
［１４］　ＺＥＮＧ　Ｌ　Ｊ，ＬＩ　Ｌ　Ｆ．Ｏｐｔｉｃａｌ　ｍｏｓａｉｃ　ｇｒａｔｉｎｇｓ　ｍａｄｅ

ｂｙ　ｃｏｎｓｅｃｕｔｉｖｅ，ｐｈａｓｅ－ｉｎｔｅｒｌｏｃｋｅｄ，ｈｏｌ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ｅｘ－

ｐｏｓｕｒｅｓ　ｕｓｉｎｇ　ｄｉｆ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ｌａｔｅｎｔ　ｆｒｉｎｇｅｓ．［Ｊ］．

Ｏｐｔｉｃｓ　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０７，３２（９）：１０８１－１０８３．
［１５］　赵劲 松，李 立 峰，吴 振 华．全 息 光 栅 制 作 中 的 实 时

潜像自监测技 术［Ｊ］．光 学 学 报，２００４，２４（６）：８５１－
８５８．

ＺＨＡＯ　Ｊ　Ｓ，ＬＩ　Ｌ　Ｆ，ＷＵ　ＺＨ　Ｈ．Ｉｎ－ｓｉｔｕ　ｓｅｌｆ－ｍｏｎｉ－
ｔｏｒｉｎｇ　ｏｆ　ｌａｔｅｎｔ　ｉｍａｇｅ　ｉｎ　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ｏｌ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ｇｒａｔｉｎｇｓ［Ｊ］．Ａｃｔａ　Ｏｐｔ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０４，２４（６）：

８５１－８５８．（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６］　ＣＨＥＮ　Ｃ　Ｇ，ＫＯＮＫＯＬＡ　Ｐ　Ｔ，ＨＥＩＬＭＡＮＮ　Ｒ　Ｋ，

ｅｔ　ａｌ．． Ｎａｎｏｍｅｔｅｒ－ａｃｃｕｒａｔｅ　ｇｒａｔｉｎｇ　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ｓｃａｎｎｉｎｇ　ｂｅａｍ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　ｌｉｔｈｏｇｒａｐｈｙ［Ｊ］．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ＳＰＩ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２，４９３６：１２６－１３４．
［１７］　ＳＭＩＴＨ　Ｄ　Ｊ，ＭＣＣＵＬＬＯＵＧＨ　Ｍ，ＸＵ　Ｂ，ｅｔ　ａｌ．．

Ｌａｒｇｅ　ａｒｅａ　ｐｕｌｓｅ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ｇｒａｔｉｎｇｓ　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ｅｄ

ｏｎｔｏ　ｆｕｓｅｄ　ｓｉｌｉｃａ　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ｓ　ｕｓｉｎｇ　ｓｃａｎｎｉｎｇ　ｂｅａｍ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　ｌｉｔｈｏｇｒａｐｈｙ［Ｃ］．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Ｕｌｔｒａｈｉｇｈ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Ｌａｓｅｒ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Ｊｉａｏ　Ｔ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０８：７８－７９．
［１８］　ＳＨＩ　Ｌ，ＺＥＮＧ　Ｌ　Ｊ．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ｍｏｓａｉｃ

８４５ 　　　　　光学　精密工程　　　　　 第２７卷　



ｇｒａｔｉｎｇｓ　ｂｙ　ｃｏｎｓｅｃｕｔｉｖｅ　ｈｏｌ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ｓ　ｅｍ－

ｐｌｏｙｉｎｇ　ａ　ｌａｔｅｎｔ－ｆｒｉｎｇｅ　ｂａｓｅｄ　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Ｊ］．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ＳＰＩ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
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０，７８４８：

７８４８０Ｓ．
［１９］　ＳＴＥＰＰ　Ｌ．Ｔｈｉｒｔｙ　Ｍｅｔｅｒ　Ｔｅｌｅｓｃｏｐ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ｕｐｄａｔｅ

［Ｊ］．ＳＰＩＥ，２０１２，８４４４：８４４４１Ｇ．
［２０］　张弛，朱永田，张凯．高分辨率光谱仪与极大望远

镜耦 合 问 题 分 析［Ｊ］．应 用 光 学，２０１４，３５（５）：

８６８－８７２．

ＺＨＡＮＧ　ＣＨ，ＺＨＵ　Ｙ　Ｔ，ＺＨＡＮＧ　Ｋ．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ｉｎ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ｏｆ　ｈｉｇｈ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ｓｐｅｃｔｒｏ－

ｇｒａｐｈ　ｗｉｔｈ　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　ｌａｒｇｅ　ｔｅｌｅｓｃｏｐ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Ｏｐｔｉｃｓ，２０１４，３５（５）：８６８－８７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１］　ＱＩＡＯ　Ｊ，ＫＥＬＬＹ　Ｊ　Ｈ，ＣＡＮＮＩＮＧ　Ｄ，ｅｔ　ａｌ．．Ｉｎ－
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ｒｉｃ　ｔｉｌｉｎｇ　ｏｆ　ｌａｒｇｅ－ａｐｅｒｔｕｒｅ　ｇｒａｔｉｎｇｓ　ｆｏｒ

ｐｅｔａｗａｔｔ　ｌａｓ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ｓ［Ｃ］．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２００７

Ｑｕａｎｔｕｍ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ａｎｄ　Ｌａｓ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ｏｎｆｅｒ－
ｅｎｃｅ，ＩＥＥＥ，２００７：１－２．

［２２］　ＥＺＡＫＩ　Ｙ，ＴＡＢＡＴＡ　Ｍ，ＫＩＨＡＲＡ　Ｍ，ｅｔ　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　ｓｅｇｍｅｎｔｅｄ　ｇｒａｔｉｎｇ　ｍｏｕ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ｆｉｒｅｘ－１［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ｓ：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ｅｒｉｅｓ，２００８，１２（３）：０３２０２７．
［２３］　张文辉．５－ＤＯＦ光 栅 拼 接 并 联 装 置 的 优 化 设 计 与

实验验证［Ｄ］．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２０１６．

ＺＨＡＮＧ　Ｗ　Ｈ．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
ｍｅｎｔａｌ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５－ＤＯＦ　Ｇｒａｔｉｎｇ　Ｔｉｌｉｎｇ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Ｄｅｖｉｃｅ［Ｄ］．Ｈａｒｂｉｎ：Ｈａｒｂｉ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６．（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４］　ＨＡＲＩＭＯＴＯ　Ｔ．Ｆａｒ－ｆｉｅｌｄ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ｏｒ　ａｎ

ａｒｒａｙ　ｇｒａｔｉｎｇ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ｏｒ［Ｊ］．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Ｐｈｙｓｉｃｓ，２００４，４３（４Ａ）：１３６２－１３６５．
［２５］　王聪，张军伟，杜丽，等．光栅拼接技术研究进展

［Ｊ］．激光与光电子学进展，２０１１，４８（８）：０８０５０１．

ＷＡＮＧ　Ｃ，ＺＨＡＮＧ　Ｊ　Ｗ，ＤＵ　Ｌ，ｅｔ　ａｌ．．Ｔｅｃｈｎｏｌ－
ｏｇｙ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ｇｒａｔｉｎｇ　ｔｉｌｉｎｇ ［Ｊ］． Ｌａｓ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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