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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优化了基于双边缘技术的直接测风多普勒激光雷达中A<.标准具的工作参数%确定激 光 谱 宽

后!选择适当的A<.标准具自由谱间距!可正确消除瑞利背景噪声的影响%分析了标准具镜面缺 陷&非 严 格 平

行和入射光束发散角对其透过率曲线的影响%将标准具透过率函数表达为唯一系统参数!即反射 精 细 度 的 函

数$通过计算散粒噪声极限时的相对测量误差!可确定最优反射精细度以及激光频率相对标准具透过率中心频

率的最佳偏置$由最优反射精细度可得到入射到标准具光束的最大发散角和标准具的最小通光口径%

!!关键词!!A<.标准具$!优化$!测风激光雷达$!反射精细度

!!中图分类号!!7’B@"&B"!!!!文献标识码!!4

!!随着多普勒测速技术的发展!A<.标准具成为该领域鉴频器件中的佼佼者%鉴频器是测速系统中的核心

器件!随着光学加工工艺&相关光电技术的进步!近年来出现了大量的应用报道’!<=(%在A<.标准具应用于测风

激光雷达的研究中!C&4&:DEFG认为雷达出射激光相对标准具透过率中心的频率偏置!31和A<.标准具谱宽

!!分别是两个独立变量!并在口径精细度&缺陷精细度和有效精细度等定义的基础上给出了标准具响应曲线

的解析表达式’!(%但有效精细度概念仅对高斯误差源适用!入射光束的发散角&标准具前后反射平面非严格平

行引起的误差均不符合高斯分布’=(%:&C&:D-H%%采用5EHIIJK提出的A<.标准具优化方法!计算了双边缘技

术和条纹技术的风速测量误差!提出优化设计时需要同时考虑标准具灵敏度和信噪比的影响’((%以上方法均

有一定的近似或经验值的选定%本文在优化设计时!考虑了A<.标准具透过率的主要影响因素!将大气回波

信号通过A<.标准具的透过率函数表达成唯一的系统参数!即反射精细度!K 的函数%给出了A<.标准具所有

的工作参数%

"!优化时的考虑因素

"&"!激光线宽的影响

AHL&!!7KFIMNHOOFIDJFIPMJIMHOH;HOG

"#6$QQ%JKMRHSOTHORPHSSJKJIO%HIJTHPOR
图!!线宽不同标准具透过率及灵敏度

!!图!为以气溶胶后向散射光为测量对象!标准具自由

谱间距!A52U>&>-+V!反 射 精 细 度!KU=@!激 光 线 宽"%
分别为B)!*)和=@:+V时!A<.标准具透过率及灵敏度

曲线%由图!可知!激光源线宽越窄!透过率越高!相应灵

敏度也较大%工作波长!)*=IN时!国外使用的激光器

线宽较窄!为=@:+V’*(!本文线宽为B):+V%

"&#!自由谱间距的影响

!!对于选定的激光器!风速测量误差与标准具的设计有

关%大气分子后向散射谱服从高斯分布!其频谱展宽为

"2"$#% #>(%I(#
&9$#’ "!#

式中)#为激光出射波长$&9 为波耳兹曼常数$$为大气温

度$’ 为大气分子平均质量%当积分半径")U (*# %I("2
时!归一化的瑞利功率谱积分值为!%由于 标 准 具 透 过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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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7标准具透过率与大气分子后向散射谱

函数在频域上具有周期性!如果其自由谱间距太小!瑞利

谱将延伸 到 透 过 率 曲 线 的 相 邻 干 涉 级"激 光 雷 达 探 测

时!若以大气气溶胶后向散射信号作为多普勒频移信息

的载波!将导致即使采用双边缘技术也无法正确去除接

收大气回波信号中的瑞利背景噪声!从而引入较大的测

量误差"图%为8组标准具曲线以及!98::;时的瑞

利谱线!其中!< 和!% 自由谱间距相等#!!=0<9!!=0%98$
8>?@$!!< 和!8 谱宽相等#!!<9!!89<ABC?@$!反

射精细度不等#"’<9%<!"’%9A!"’89B$"由图%可以看

出!!< 和!% 自由谱间距较大!瑞利信号未进入相邻干涉

级%但曲线!%太宽!导致系统测量灵敏度降低!!8 和!<
一样窄!但!8 的 自 由 谱 间 距 较 小#!!=089!!8"’89<$<
>?@$!瑞利信号将进入!8 的相邻透过率曲线"

!!为避免相邻干涉级透射信号之间的混淆!原则上要求!!=0"%":"但由理想!67标准具谱宽!!9!!=0&"’
可知’为使!!较窄以保持较高的测量灵敏度!!!=0增大!必然要求"’ 也增大!而"’ 的增大将导致透过率峰值减

小"因此!在避免邻级混淆的前提下!!!=0应尽量取小值"当积分半径"<9:$BA %&# 2)%"0 时!瑞利功率谱积

分值为DD$BE"当温度!98::;!可取自由谱间距!!=09%"<98$8>?@"

!$"!最大发散角的影响

!!双边缘直接测风激光雷达中!入射到标准具的光束总是存在一定的发散角!光束发散角将引起标准具透过

率曲线形状和峰值位置的变化"!67标准具工作在一个特殊状态’准单色光正入射!最高干涉级条纹内 径 为

零!外径等于标准具的有效通光孔径!入射光斑均匀充满标准具的前接收面"

!!当激光正入射时!!67标准具入射光束立体角为

#F 9%""-G*$$"$%+ #%$
式中’$+ 为入射光束最大发散角%$为入射光与标准具反射表面法线的夹角"-G*$的微小变量为"-G*$"

!!光束发散角使干涉条纹增宽!为了保持!67标准具分辨本领!由H(-I5")G,条件可得(8)

"-G*$
-G*$ #

!!
! #!!=0"’!

#8$

式中’!为出射激光频率"

!!正入射时!$+ 很小#约为<+’(/$!-G*$$<"将#8$式代入#%$式可得

$+ # %!!=0
"’#!

#J$

!!为了保证信号的接收效率!激光雷达系统中的!67标准具需满足(B)

#F$F "#&$& #A$

式中’$F9"#%F&%$%!为76!标准具的接收面积!%F 为!67标准具的通光孔径%#&9"$%!KL&J!为激光雷达中光

学望远镜的接收立体角!$!KL为光学望远镜的视场角%$& 为光学望远镜有效接收面积"由#%$!#J$!#A$式可知

!67标准具的最小通光口径为

%F #$!KL#"’!$&

%"!!=0
$<% #M$

!$#!标准具透过率曲线的主要展宽源

!!为了考虑各种缺陷对!67标准具透过率的展宽效应!将透过率函数表示为

&:#!!"’!’<!’%!$$# <( )
<(# $*

% <

<+J"
%
’

"%
*")% %",!-G*$-

# -
%,!!=0+

’<+’%( )$
#B$

式中’,为空气折射率%)$:$%AE!为表面吸收和散射光损耗%-为光速%’< 为由于反射面不平整引起的腔长误

差%’% 为由于前后两反射平面非严格平行引起的腔长误差%*为反射率!与反射精细度的关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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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标准具反射镜的表面缺陷服从高斯分布

%<!’<"# <
%< %#"

.O4!(’
%
<

%%%<
" !D"

式中#%< 为表面缺陷标准差$实验操作时%两平板不一定严格平行$假设平行板边缘与两平行板圆心处腔长

的最大差值为%%!由于倾斜引起的最大腔长误差"%则倾斜几率密度函数为

%%!’%"# %
"%%

<(’
%
%

%# %
%

!<:"

!!考虑这两种缺陷展宽后%!67标准具透过率函数可表示为

&<!!%"’%$"#%
%%

(%%%
+P

(P
&:!!%"’%’<%’%%$"%<!’<"%%!’%"/’</’% !<<"

!!!<<"式认为入射!67标准具的光束为平行光$考虑光束发散角后%透过率曲线表示为

&%!!%"’"# %$%+%
$+

:
&<!!%"’%$"*")$/$ !<%"

$!误差估计与参数优化

$$!!气溶胶后向散射为信号源

!!工作波长&9<:MJ)+%气溶胶粒子半径为<:)+#<$+时%大气气溶胶后向散射信号的频谱展宽为:$<A
Q?@#:$<AC?@$该频谱展宽远小于激光谱宽"2%故归一化的气溶胶后向散射信号频谱函数近似为

.R!!"# <"2
J2)%#" .O4!(J2)%!

%

"%2
" !<8"

!!标准具对气溶胶后向散射信号的响应曲线为

!R!!%"’"#&%!!%"’"&.R!!" !<J"

!!双通道!67标准具的速度灵敏度为单位速度引起透过率的相对变化

’L!!%"’"# %
&!R!!%"’"

/!R!!%"’"
/!

!<A"

!"#$8!&’()*+",,()-.()/*.)*","S",1/0

TG442.’*3"U,V",3/"UU.’.),"’
图8!不同"’值时!67标准具透过率与灵敏度

!!图8为!!=098$8>?@%反射精细度取值不同时的标

准具透过率曲线和灵敏度曲线$从图8可以看出%当"’
较小时%响应曲线峰值较高%但半宽较大%因此灵敏度不

高&当"’ 较大时%灵敏度很高%但是信号透过率较低%导

致信噪比较低$为解决以上矛盾%考虑散粒噪声时的测

量误差

1+ # <
%’L**)

!<M"

式中#系数%是由双通道标准 具 引 入&**)为 仅 考 虑 散 粒

噪声时的信噪比%可表示为

**)# <
2:(

+ <
:3A!<(("!R<!!%"’"’ +

<
:3A!<(("!R%!!%"’ ("

(<%
!<B"

式中#2: 为激光雷达接收的总光子数&(为能量监测通道的分光比例&!R<%!R%分别为气溶胶信号在双通道上

的透过率$

!!为了使计算结果具有普遍意义%引入理论极限误差’A($如果信号谱服从高斯分布&每一个光子的频率都能

准确测量%并且光子探测几率服从泊松分布%则理论极限误差为

1-# &
% %2# :

"*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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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为信号源的谱宽"由#<M$##<N$式%可得风速相对测量误差为

1+

1- #
<

’L**)
%2# :

&"*
#<D$

!!图J为径向风速相对误差随反射精细度的变化情况%纵轴在显示了差分测量多普勒频移信息的同时%也表

现了相对测量误差与出射激光相对!67标准具透过率中心频率偏置!WF的关系%以激光线宽"2 为单位"由图J
看出%当"’ 约为M:时%相对测速误差变化不大%最小相对误差点在!WF9:$D"2 附近"

!"#$J!XG),G5’*GU’.2(,"S..’’G’(*U5)-,"G)GU

U’.I5.)-1GUU*.,’.U2.-,()-.U").**.
图J!相对误差与反射精细度的关系

!"#$A!0.2(,"S..’’G’/0U’.I5.)-1GUU*.,GU

2(*.’,G!(Y’167.’G,"),.’U.’G+.,.’
图A!相对误差与出射激光相对!67标准具透过率中心的频率偏置的关系

!!测风激光雷达的设计还受测量动态范围的限制"当激光出射的天顶角为JAZ时%假设径向风速测量的动

态范围为[8:+&*%则水平风速测量范围为[J%$A+&*%对应多普勒频移的动态范围为[AM$JC?@"

!!图A为"’ 取不同值时%相对误差与!WF的关系"由图A可以看出%在<<:C?@频率范围内%当"’9M:时%
相对测量误差最小%此时标准具宽度约为气溶胶后向散射信号谱宽的:$M倍%即!!$:3M"W%这与 C-Q(1’<(的

结论一致)当8B’"’’M:时%相对测量误差变化不大%在!WF9<<%C?@附近出现交点"瑞利谱宽受温度的影

响%但在该点附近%测量误差对温度的变化不敏感"

$$$!分子后向散射为信号源

!!基于大气分子后向散射信号的多普勒测风激光雷达是全球范围内探测中层大气风场的有效方法’N("考虑

大气分子后向散射%归一化大气瑞利后向散射谱函数为

.0#!$# J2)%
"#"%0+"%2# $.O4

#(!
%J2)%
"%0+"%2

$ #%:$

!!标准具对分子后向散射信号的响应曲线为

!0#!%"’$#&%#!%"’$&.0#!$ #%<$

!!如前所述%可以对基于瑞利信号的双通道标准具系统进行参数优化%选定激光线宽"W 后确定!!=0%根据相

对误差选择最优"’%将"’ 代入#J$%#M$式%可得入射光束最大发散角和!67标准具最小口径"需注意的是%在
确定!WF时%并非取测量误差最小点%而是取瑞利信号灵敏度曲线与气溶胶信号灵敏度曲线的交点处"

"!结!论

!!直接探测多普勒测风激光雷达中%针对气溶胶后向散射信号和瑞利后向散射信号%分别给出了标准具工作

参数的优化方法"在设计过程中主动地考虑了透过率曲线的主要频谱展宽因素%其中包括镜面缺陷*非严格平

行以及入射光束发散角的影响%而不是在确定系统参数后%被动考虑各种因素对测量结果的影响"基于大气气

溶胶后向散射的双边缘技术%恰当 选!67标 准 具 的 自 由 谱 间 距%可 以 正 确 消 除 大 气 瑞 利 后 向 散 射 背 景 噪 声"
将散粒噪声极限条件下的相对测量误差表示为唯一系统参数%即反射精细度的函数"由相对误差%可选择最优

反射精细度和出射激光相对!67标准具透过率中心的最佳频率偏置"由最优反射精细度可确定入射到标准

具光束的最大发散角和标准具的最小通光口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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