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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中 包含“同步轨道；高分辨力
对地观测；傅里叶望远镜；综述”的 
相关文章 
本文作者相关文章 

实现同步轨道(GEO)高分辨力对地观测的技术途径(下)  

于前洋；曲宏松

中国科学院 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吉林 长春 130033 

收稿日期 2008-8-11   修回日期 2008-10-16   网络版发布日期     接受日期    

摘要  在地球静止同步轨道(GEO)上实现高分辨力对地观测,具有一系列独特优点,远为其它轨道所不及。然而,对
于36 000 km的远程高分辨力可见波段观测,要求望远镜必须具备20 m以上口径的主镜。传统的空间相机,如果

要有如此大的口径,其总质量将超过1 000 t,无法发射到GEO上。无支撑薄膜望远镜和大口径衍射望远镜,可以大

幅度降低主镜质量面密度,从而降低整个相机系统的总质量,可算是一种极好的技术途径。分步发射与在轨装配,则
提供了可供此类观测系统实施从地面转运到GEO的技术手段。基于变换成像原理的傅里叶望远镜，将高分辨力的
取得，由增大接收口径转变为加大发射间隔，用大面积回波能量探测加上傅里叶分量重构，取代常见的目标图像

直接探测，突破了远程高分辨力观测的致命瓶颈。近完美透镜为突破衍射极限提供了可能性,从而为超分辨力观测

开拓出一片科学的新天地。负折射率材料(左手型材料)可制成完美透镜,而光子晶体是负折射率材料的热门选择之

一,基于表面等离子激元(SPP)的光子器件则是其另一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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