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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阶梯光栅光谱仪信号光斑位置的质心提取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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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阶梯光栅光谱仪二维谱图中，信号光斑位置的提取精度直接影响光谱分析精度，是中阶梯光栅

光谱仪研制中的关键问题之一。为保证中阶梯光栅光谱仪的高分辨率特征（其分辨率一般为几千以上，本仪

器光谱分辨率为１５０００），信号光斑的位置提取误差应小于０．０３ｍｍ（小于２个像素）。在分析中阶梯光栅光

谱仪谱图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基于质心法的信号光斑位置提取算法，即通过搜索信号光斑探测窗口

进行光斑判读以及信号光斑质心计算，实现了信号光斑位置的精确读取。实验结果表明，采用该算法可以有

效地去除噪声光斑的干扰，实现信号光斑位置的快速精确读取，位置提取误差小于２个像素，波长误差小于

０．０２ｎｍ，满足本仪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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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中阶梯光栅光谱仪是高分辨率、宽波段范围、全谱直读

的新型高端光谱分析仪器，它以高色散、全波闪耀的中阶梯

光栅为核心分光器件，以普通光栅或棱镜作为横向色散元

件，经交叉色散后在像面形成二维重叠光谱，采用面阵探测

器进行接收。与传统光谱分析仪器相比，中阶梯光栅光谱仪

具有体积小、分辨率高、全谱瞬态直读的优点，是光谱分析

仪器的发展趋势之一［１，２］，在原子光谱分析、等离子体光谱

分析、微量物质探测、大气监测、宇宙探索等领域都有广阔

的应用前景［３７］。

由于中阶梯光栅光谱仪通过交叉色散形成二维重叠光谱

图像，实现光谱分析的基础是二维谱图还原技术，即由二维

重叠光谱图像提取一维光谱信息的过程。文献［８］通过建立

谱图数据模型，将图像中的像素位置与波长相对应，实现了

二维图像到一维光谱信息的转换，旨在实现全谱快速判读与

分析。但是，全谱快速判读与分析的准确度取决于信号光斑

位置坐标的读取精度，其读取误差直接影响波长标定精度以

及仪器的分辨率。因此，信号光斑位置坐标的精确读取是中

阶梯光栅光谱仪进行光谱分析的关键技术之一。在中阶梯光

栅光谱仪光学系统中，由于像差的影响，二维谱图中各信号

光斑弥散情况不同，而且仪器构件带来的杂光以及探测器的

随机噪声都会形成噪声光斑，对信号光斑的准确判别和读取

造成影响。为保证光谱分析的精度，必须建立有效算法，对

二维谱图中的信号光斑和噪声光斑进行甄别，并确定信号光

斑位置坐标。目前，国内对中阶梯光栅光谱仪的研制和信号

处理尚处于起步阶段［９］，国外的文献也较少介绍具体算法方

面的内容。鉴于此，从自主开发中阶梯光栅光谱仪的实际需

求出发，根据中阶梯光栅光谱仪的谱图特征，提出了一种基

于质心法的信号光斑提取算法，以快速判别信号光斑，并通

过计算光斑质心实现光斑位置的精确读取。通常以计算光斑

质心表征光斑位置多见于ＣＣＤ光斑位置提取，计算精度高、

稳定性好、处理速度快，作为基础算法成功应用于空间光通

信ＡＰＴ技术、高精度星敏感器、Ｈａｒｔｍａｎ波前传感器等技

术［１０１２］，但是，尚未见到用于光谱分析的实例。通过本工作

表明，将用于图像处理的方法与中阶梯光栅光谱仪的二维谱

图特征相结合，能够快速判别信号光斑并精确计算其位置，

并可以有效去除噪声光斑的干扰，位置提取误差较小，满足

中阶梯光栅光谱仪二维谱图还原技术要求。

１　中阶梯光栅光谱仪原理

１１　光谱仪结构及谱图特征



光谱仪采用ＣＴ结构，以中阶梯光栅作为主色散元件，

色散方向为像面犢轴方向，以反射棱镜作为交叉色散元件，

色散方向与中阶梯光栅垂直，通过离轴抛物镜进行准直与聚

焦，使交叉色散系统具有平场成像特性。入射光经准直后入

射到中阶梯光栅，衍射光束再经反射棱镜横向色散，最终聚

焦在面阵ＣＣＤ靶面处，得到二维重叠光谱图像
［８，１３］。

理想情况下，当照明光源为连续光谱时，光谱分布如图

１所示，其中各阶梯线表征了相应光谱级次自由光谱区内波

长的分布位置与范围。当照明光源为非连续光谱时，光谱分

布如图１中各离散点所示，其中各离散点的位置表征相应光

斑的光谱级次与波长信息。

犉犻犵１　犜犺犲犻犿犪犵犲狅犳狋狑狅犱犻犿犲狀狊犻狅狀狊狆犲犮狋狉犪

１２　二维重叠谱图还原

由于中阶梯光栅光谱仪二维重叠光谱图像比较复杂，如

何将其还原为一维光谱信息是中阶梯光栅光谱仪研制的关键

技术之一。

通过分析系统的交叉色散特性，可以建立出中阶梯光栅

光谱仪的谱图数据模型犕λ犡犢
［８］。该模型是一个行列数与探

测器横纵像素数相同的矩阵，即式（６），矩阵的每一元素的

行列号分别为探测器的横纵像素序数，矩阵元的值为由该行

列号确定的像素处的光斑波长。通过谱图数据模型，建立起

探测器靶面的各像素点与波长的精确关系，由此可以得到像

面任意位置对应的波长值，也可以得到任意波长像点对应的

位置坐标。

犕λ犡犢 ＝

λ犡１犢１ λ犡１犢２ … λ犡１犢犾

λ犡２犢１ λ犡２犢２ … λ犡２犢犾

λ犡狑犢１ λ犡狑犢２ … λ犡狑犢

熿

燀

燄

燅犾

（６）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到光谱范围内的连续无重叠谱图，

如图２所示。光谱图像中犢方向为光栅色散分布的方向，而

犡方向为中阶梯光栅各衍射级次分布的方向。

１３　信号光斑提取

信号光斑位置的精确读取是谱图还原与波长标定的前

提。通过分析中阶梯光栅光谱仪的谱图模型可知，当信号光

斑位置的读取在犢向出现误差时，经谱图还原算法处理得到

的光栅色散量出现偏差，导致仪器的分辨率降低；当信号光

斑位置的读取在犡向出现误差时，可能出现级次判别误差，

导致波长标定错误。因此，在二维谱图还原过程中必须保证

信号光斑判别的准确性与位置读取的精度。

　　理想状态下，光谱仪的ＣＴ结构使得像点为等大的入射

针孔像。由于光学系统存在的各种象差，探测器接收的二维

光谱图像是一系列形状不同的弥散斑，而仪器构件带来的杂

光以及探测器的随机噪声都会形成噪声光斑，混杂在二维谱

图的信号光斑中，对光谱分析的准确性造成影响。探测器实

际拍摄的二维光谱图像如图３所示，如何在其中对信号光斑

进行准确判别并精确读取位置坐标，是中阶梯光栅光谱仪谱

图分析的重要内容，直接影响光谱分析结果的正确性与准确

性。

犉犻犵２　犜犺犲犿狅犱犲犾狅犳狋犺犲犲犮犺犲犾犾犲狊狆犲犮狋狉犪

犉犻犵３　犜犺犲犱犲狋犲犮狋犲犱犻犿犪犵犲

２　中阶梯光栅光谱仪信号光斑位置的质心提

取算法

２１　信号光斑特征分析

为准确提取中阶梯光栅光谱仪谱图中信号光斑的位置，

必须对信号光斑的特征进行分析。本光谱仪系统采用ＣＴ结

构形式，使得由针孔入射的光线在像面处成像倍率为１，因

此，理想状态下各波长的像点均为等大的入射针孔像。仪器

的入射针孔直径为１５μｍ，像元尺寸为１３μｍ，理想的像点

为２×２像素范围内、强度由中心向四周递减的圆斑，能量集

中于光斑中心处。由于光学系统存在各种像差，实际像面上

得到的信号光斑弥散形状随波长而异，弥散范围也不同。

如表１中所列，在仪器光谱范围内选择七个衍射级次的

上限、下限与中心波长，采用ＣｏｄｅＶ软件对其成像情况进

行模拟分析，各像点的模拟结果如图４所示。分析连续无重

叠的谱图数据模型可知，各衍射级次的上限、下限与中心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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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像点分别位于该次级的犢向两端及中心位置，各衍射级

次分布于犡方向不同位置，因此，选取的像点可以表征像面

不同位置的光斑情况。

犜犪犫犾犲１　犜犺犲狊犲犾犲犮狋犲犱狑犪狏犲犾犲狀犵狋犺狊

列号 衍射级次 上光斑波长 中光斑波长 下光斑波长

１ ５２ ５００．００００ ５０４．８０７７ ５０９．７０８７

２ ５８ ４４８．７１７９ ４５２．５８６２ ４５６．５２１７

３ ６５ ４００．７６３４ ４０３．８４６２ ４０７．０７６０

４ ７５ ３４７．６８２１ ３５０．００００ ３５２．３４９０

５ ８７ ３００．００００ ３０１．７２４１ ３０３．４６８２

６ １０５ ２４８．８１５２ ２５０．００００ ２５１．１９６１

７ １３１ １９９．６１９８ ２００．３８１７ ２０１．１４９４

犉犻犵４　犛狆狅狋狊狊犻犿狌犾犪狋犻狅狀犳狅狉狋犺犲狊犲犾犲犮狋犲犱狑犪狏犲犾犲狀犵狋犺狊

　　由图４的模拟成像结果可知，位于像面中心位置的光斑

弥散最小，越远离像面中心位置，光斑弥散范围越大。理想

的像点为与入射针孔等大的圆斑，光强由中心向四周递减，

其光斑质心与几何中心重合，可用来表征光斑所在位置。由

于实际的各信号光斑形状各异、弥散范围不同，几何中心位

置分布无规律可循；但各光斑光强都相对集中，由质心所在

的小区域向四周弥散，符合理想像点的特征，因此，可以采

用光斑质心来表征各信号光斑的位置。结合中阶梯光栅光谱

仪信号光斑的形状与分布特征，本工作提出一种基于质心法

的信号光斑位置读取算法，快速判别信号光斑，精确提取其

质心位置坐标。

２２　中阶梯光栅光谱仪信号光斑位置的质心提取算法

基于质心法的中阶梯光栅光谱仪信号光斑位置提取算

法，首先对光谱图像进行处理，根据信号光斑的弥散形状与

光强分布特点设置窗口判别条件，在谱图模型中非零元素的

像素坐标处逐一选取包含单个光斑的小区域进行判别，排除

噪声光斑的干扰，得到各信号光斑的探测窗口，并在窗口中

计算相应光斑的质心位置坐标，实现光斑位置的精确读取。

为精确计算光斑质心位置，探测窗口中应包含信号光斑

的全部有效光强信息，并且每个探测窗口内只能包含单个目

标光斑。由于不同探测对象的光斑分布和形状具有不同特

点，需要根据具体应用对象采取相应的窗口选取方法［１４１８］，

即结合其光斑特点设定窗口判别条件，以保证有效去除噪声

光斑干扰、准确判别信号光斑，同时可以避免逐个像素点判

断，减少运算量、提高运算速度。根据信号光斑模拟结果，

取最大弥散光斑面积７×７像素作为光斑模板，设定光斑探

测窗口的判定条件。由于各像点为强度由质心所在区域向四

周递减的弥散斑，因此，每一探测窗口内应包含光强值大于

周围像素的光强极大像素，且此像素不是均匀背景下的随机

噪点。根据这一特点，设定光斑探测窗口的判别条件为：

（１）模板中心像素的光强值不小于周围像素，即

犐（犻，犼）≥犐（犻＋狆，犼＋狇） （７）

其中，狆，狇＝－１，０，１且狆，狇不同时为零。

（２）模板中心３×３像素区域的光强累计值大于周围相同

范围内的光强累计值，即

∑
狋，狊＝－１，０，１

犐（犻＋狋，犼＋狊）＞ ∑
狋，狊＝－１，０，１

犐（犻＋狆＋狋，犼＋狇＋狊）（８）

其中，狆，狇＝－１，０，１且狆，狇不同时为零。

同时满足式（７）和式（８）的模板判定为一个信号光斑的探

测窗口，此模板的中心像素（犻，犼）即光斑的光强极大值所在

像素，如图５所示。图５中，（ａ）（ｂ）（ｃ）均为信号光斑的探测

窗口，中心像素的光强为窗口内的极大值，窗口中包含了该

光斑的全部有效信号，而光斑的质心如图中标记。

犉犻犵５　犈狓犪犿狆犾犲狊狅犳狊狆狅狋犱犲狋犲犮狋犻狅狀狑犻狀犱狅狑

　　由于光谱范围内所有波长的像点均分布在谱图模型中非

零元素对应的像素位置处，只需将模板置于对应谱图模型中

非零元素的像素处判别即可。为简化步骤、提高运算速度，

首先将实际接收的光谱图像与此状态下的标准谱图数据模型

比对，出现在模型中非零元素对应位置的光斑为信号光斑。

考虑到探测器的离散采样特性，将模板中心置于这些位置及

其周围８像素范围内进行判别，寻找包含信号光斑的探测窗

口。而噪声光斑不符合信号光斑的形状特征以及在谱图模型

中的分布规律，因此，在探测窗口的选取过程中被滤除。

判别得到的每一光斑探测窗口，其中心像素点为光斑的

强度极大值所在像素，取此光强值的一半设为阈值，光强值

大于阈值的像素为计算质心的有效区域，提取其光强值与像

素坐标，从而计算出信号光斑的质心位置。

在探测窗口中，光斑的质心位置计算如下

第犼个光斑质心定义为

犡犼＝
∫犃犼狓犐

（狓，狔）ｄ狓ｄ狔

∫犃犼犐
（狓，狔）ｄ狓ｄ狔

，犢犼＝
∫犃犼狔犐

（狓，狔）ｄ狓ｄ狔

∫犃犼犐
（狓，狔）ｄ狓ｄ狔

（９）

其中，犃犼是第犼个光斑的探测窗口面积；犐（狓，狔）是第犼个光

斑在探测窗口内光强分布。考虑到探测器的离散采样特性，

犡犼和犢犼可通过对小面积内的像素求和取代方程中的积分求

得

犡犼＝

∑
（犡，犢）∈犃犼

犡·犐（犡，犢）

∑
（犡，犢）∈犃犼

犐（犡，犢）
，犢犼＝

∑
（犡，犢）∈犃犼

犢·犐（犡，犢）

∑
（犡，犢）∈犃犼

犐（犡，犢）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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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犡和犢分别为光斑探测窗口犃犼内探测器各像素的坐

标；犐（犡，犢）为第（犡，犢）个像素接收的信号强度。

在判别得到的每一探测窗口中，应用式（１０）计算其中的

目标光斑质心，获得各信号光斑的准确位置。光斑质心的计

算流程如图６所示。

犉犻犵６　犜犺犲犳犾狅狑犮犺犪狉狋狅犳犮犲狀狋狉狅犻犱犮犪犾犮狌犾犪狋犻狀犵

３　实验结果

　　采用中阶梯光栅光谱仪信号光斑位置的质心提取算法，

对自主研发的中阶梯光栅光谱仪光谱图像进行了信号光斑提

取实验。中阶梯光栅光谱仪参数如表２所示。

犜犪犫犾犲２　犘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狅犳狋犺犲犲犮犺犲犾犾犲狊狆犲犮狋狉狅犵狉犪狆犺

设计参数

光谱范围／ｎｍ ２００～８００

分辨率 １５０００

针孔直径／μｍ １５

像元尺寸／μｍ １３

像元数 １０２４×１０２４

　　实验采用标准汞灯作光源，其光谱为集中于紫外和可见

波段的分立谱线，其中，２５３．６５，３６５．０２，４０４．６６，４３５．８４，

５４６．０７，５７６．９６和５７９．０７ｎｍ分布在探测像面的较大范围

内，能够表征本仪器整个谱段内的光斑特征。实验前，对中

阶梯光栅光谱仪系统进行精确装调［１９］，保证谱图还原中的

数据模型与此状态下拍摄的光谱图像一致。应用中阶梯光栅

光谱仪信号光斑位置的质心提取算法对拍摄的光斑图像进行

处理，计算出信号光斑的质心位置，并根据建立的谱图模型

得出其波长值。当标定的波长值与已知标准值相符，即计算

出的光斑质心位置与模型中的光斑位置一致时，可以认为光

斑位置提取准确。

应用信号光斑提取算法得到的信号光斑图像如图７所

示，与图３对比，经光斑位置提取算法处理后，原始光谱图

像中的过饱和像素点和噪声光斑被去除，处理后的光斑图只

包含各信号光斑的探测窗口中光强大于阈值的有效像素，图

像对比度增强，光斑的弥散情况得到改善，光强最为集中的

区域被提取出来，以实现质心位置坐标的精确计算。

犉犻犵７　犜犺犲犻犿犪犵犲犪犳狋犲狉狆狉狅犮犲狊狊犻狀犵

　　表３所示为汞灯主要特征波长的光斑位置实验提取结

果，其中５４６．０７与５７９．０７ｎｍ的光斑处出现过饱和像素点，

不计入分析结果。各波长光斑质心位置与标准谱图模型中位

置偏差在２个像素以下，标定波长的误差小于０．０２ｎｍ。谱

图还原后的一维光谱如图８所示。

犜犪犫犾犲３　犜犺犲犲狓狆犲狉犻犿犲狀狋犪犾狉犲狊狌犾狋狊

标准波长

／ｎｍ

谱图位置

／像素
质心位置

／像素
标定波长

／ｎｍ

标定波长误差

／ｎｍ

２５３．６５ （１０８，６３６）（１０８，６３７） ２５３．６６８ ０．０１８

３６５．０２ （４６８，４４２）（４６８，４４２） ３６５．０２４ ０．００４

４０４．６６ （５２７，４８４）（５２７，４８４） ４０４．６６３ ０．００３

４３５．８４ （５５９，１８５）（５５９，１８６） ４３５．８４６ ０．００６

５７６．９６ （６５３，９５４）（６５２，９５３） ５７６．９４６ ０．０１４

犉犻犵８　犜犺犲狊狆犲犮狋狉犪犪犳狋犲狉狊狆犲犮狋狉犪犾狉犲犱狌犮犻狀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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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　论

　　中阶梯光栅光谱仪的信号光斑位置的精确读取对光谱分

析结果的正确性以及精度具有重要影响。通过分析中阶梯光

栅光谱仪的谱图特征，提出了一种基于质心法的信号光斑位

置提取算法，根据光强分布特征计算出光斑的精确位置。经

实验验证，采用该算法对中阶梯光栅光谱仪的光谱图像进行

处理，能够快速识别各信号光斑，并对其质心位置坐标进行

精确计算，提取误差小于０．０３ｍｍ，（小于２个像素），波长

误差小于０．０２ｎｍ，完全满足本系统中二维阶梯谱图还原与

波长标定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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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ＵｄｕｐａＤＶ，ＫｕｍａｒＳａｎｊｉｖａ，ＳｈｅｔｔｙＢＪ，ｅｔａｌ．ＢＡＲＣＮｅｗｓｌｅｔｔｅｒ，２００８，２９５：９．

［２］　ＨＵＺｈｏｎｇｗｅｎ（胡中文）．Ｓｔｕｄｙ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Ｇｒａｔｉｎｇ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ｏｆＧｒａｔｉｎｇＳｐａｃｉｎｇｓａｎｄＣＣＤＥｃｈｅｌｌｅＳｐｅｃｔｒｏｇｒａｐｈ（广义

光栅方程与光栅密度测试及二维ＣＣＤ全谱仪的研制）．Ｈｅｆｅ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Ｃｈｉｎａ（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国家同步实验室），２００５．

［３］　ＢｅｃｋｅｒＲｏｓｓＨ，ＯｋｒｕｓｓＭ，ＦｌｏｒｅｋＳ，ｅｔａｌ．ＳｐｅｃｔｒｏｃｈｉｍｉｃａＡｃｔａＰａｒｔＢ，２００２，５７：１４９３．

［４］　ＦｌｏｒｅｋＳ，ＨａｉｓｃｈＣ，ＯｋｒｕｓｓＭ，ｅｔａｌ．ＳｐｅｃｔｒｏｃｈｉｍｉｃａＡｃｔａＰａｒｔＢ：Ａｔｏｍｉｃ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２００１，５６：１０２７．

［５］　ＤｅｎｎｉｓＮｅｖｅｊａｎｓ，ＥｄｄｙＮｅｅｆｓ，ＥｍｉｅｌＶａｎＲａｎｓｂｅｅｃｋ，ｅｔａｌ．ＡｐｐｌｉｅｄＯｐｔｉｃｓ，２００６，４５（２１）：５１９１．

［６］　ＭａｋｏｔｏＳｕｚｕｋｉ，ＹａｓｕｈｉｒｏＳａｓａｎｏ．ＳＰＩＥ，２５５３：４８．

［７］　ＡｋｉｈｉｋｏＫｕｚｅ，ＭａｋｏｔｏＳｕｚｕｋｉ，ＫｕｎｉｏＮａｋａｍｕｒａ，ｅｔａｌ．ＳＰＩＥ，３４３７：２４０．

［８］　ＴＡＮＧＹｕｇｕｏ，ＣＨＥＮＳｈａｏｊｉｅ，Ｂａｙａｎｈｅｓｈｉｇ，ｅｔａｌ（唐玉国，陈少杰，巴音贺希格，等）．Ｏｐｔ．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Ｅｎｇ．（光学精密工程），２０１０，１８

（１０）：２１３０．

［９］　ＸＩＥＰｉｎ，ＮＩＺｈｅｎｇｊｉ，ＨＵＡＮＧＹｕａｎｓｈｅｎ，ｅｔａｌ（谢　品，倪争技，黄元申，等）．ＬａｓｅｒＪｏｕｒｎａｌ（激光杂志），２００９，３０（２）：４．

［１０］　ＬＩＸｉａｏｆｅｎｇ，ＬＵＯＴｏｎｇ，ＤＥＮＧＫｅ，ｅｔａｌ（李晓峰，罗　彤，邓　科，等）．Ｏｐｔｉｃ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光通信技术），２００４，

（６）：１３．

［１１］　ＬＩＣｈｕｎｙａｎ，ＸＩＥＨｕａ，ＬＩＨｕａｉｆｅｎｇ，ｅｔａｌ（李春艳，谢　华，李怀锋，等）．Ｏｐｔｏ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光电工程），２００６，３３（２）：４１．

［１２］　ＳＨＥＮＦｅｎｇ，ＪＩＡＮＧＷｅｎｈａｎ（沈　锋，姜文汉）．ＡｃｔａＯｐｔ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光学学报），２０００，２０（５）：６６６．

［１３］　ＴＡＮＧＹｕｇｕｏ，ＳＯＮＧＮａｎ，Ｂａｙａｎｈｅｓｈｉｇ，ｅｔａｌ（唐玉国，宋　楠，巴音贺希格，等）．Ｏｐｔ．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Ｅｎｇ．（光学精密工程），２０１０，１８

（９）：１９８９．

［１４］　ＰｒｉｅｔｏＰＭ，ｅｔａｌ．Ｊ．Ｏｐｔ．Ｓｏｃ．Ａｍ．Ａ，２０００，１７（８）：１３８８．

［１５］　ＳａｎｄｒｉｎｅＴｈｏｍａｓ．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ＳＰＩＥ，ＳＰＩＥ，Ｂｅｌｌｉｎｇｈａｍ，ＷＡ，２００４．５４９０．

［１６］　ＱＵＡＮＷｅｉ，ＷＡＮＧＺｈａｏｑｉ，ＺＨＡＮＧＣｈｕｎｓｈｕ，ｅｔａｌ（全　薇，王"

圻，张春书，等）．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Ｏｐｔｏ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Ｌａｓｅｒ（光电子·激

光），２００２，１３（１１）：１１４８．

［１７］　ＷＡＮＧＷｅｉ，ＣＨＥＮＨｕａｉｘｉｎ（王　薇，陈怀新）．ＨｉｇｈＰｏｗｅｒＬａｓｅｒａｎｄ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Ｂｅａｍｓ（强激光与粒子束），２００６，１８（８）：１２４９．

［１８］　ＷＡＮＧＰｅｎｇ，ＺＨＯＵＸｉｎ，ＷＡＮＧＹｏｎｇ，ｅｔａｌ（王　鹏，周　昕，王　勇，等）．ＬａｓｅｒＪｏｕｒｎａｌ（激光杂志）．２００５，２６（５）：４６．

［１９］　ＬＩＮａｎａ，ＡＮＺｈｉｙｏｎｇ，ＣＵＩＪｉｃｈｅｎｇ（李娜娜，安志勇，崔继承）．Ｏｐｔ．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Ｅｎｇ．（光学精密工程），２００９，１７（３）：５３１．

犘狅狊犻狋犻狅狀犃犮狇狌犻狉犻狀犵狅犳犛犻犵狀犪犾犛狆狅狋狊犻狀狋犺犲犈犮犺犲犾犾犲犛狆犲犮狋狉狅犵狉犪狆犺

ＨＥＭｉａｏ１
，２，ＴＡＮＧＹｕｇｕｏ１，ＣＨＥＮＳｈａｏｊｉｅ１

，２，Ｂａｙａｎｈｅｓｈｉｇ１，ＣＵＩＪｉｃｈｅｎｇ１
，２

１．Ｃｈａｎｇｃｈｕ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Ｏｐｔｉｃｓ，Ｆｉｎ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ａｎｄＰｈｙｓｉｃｓ，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Ｃｈａｎｇｃｈｕｎ　１３００３３，Ｃｈｉｎａ

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４９，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　Ｉｔｉｓ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ｆｏｒｔｈｅｅｃｈｅｌｌｅｓｐｅｃｔｒｏｇｒａｐｈｔｏａｃｑｕｉｒｅｔｈｅｅｘａｃｔ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ｓｐｏｔｓｉｎｔｈｅ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ｐｅｃｔｒａｉｍ

ａｇｅ，ｗｈｉｃｈｄｉｒｅｃｔｌｙ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ｔｈｅ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ｏｆ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ｔａｒｇｅｔｏｆｈｉｇｈ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ｉｓ１５０００ｉｎｔｈｅｅｃｈｅｌｌｅ

ｓｐｅｃｔｒｏｇｒａｐｈｂｅｉｎｇ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ｔｈｅａｃｑｕｉｒｅｄ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ｅｒｒｏｒｍｕｓｔｂｅ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０．０３ｍｍｗｈｉｃｈｅｑｕａｌｓ２ｐｉｘｅｌｓ．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ｏｆｔｈｅ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ｓｐｅｃｔｒａ，ａ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ｃｑｕｉｒ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ｔｈｅｓｉｇｎａｌｓｐｏｔ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ｏｉｄ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ａｌｇｏ

ｒｉｔｈｍｗａｓｐｕｔｆｏｒｗａｒｄ．Ａｐｐｌｙｉｎｇｔｈｉｓｍｅｔｈｏｄ，ｔｈｅｓｉｇｎａｌｓｐｏｔｓｗｅｒｅ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ｎｏｉｓｅｓｐｏ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ｃａｎｂｅ

ａｃｑｕｉｒｅｄ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ｌｙａｎｄｓｗｉｆｔｌｙ，ｗｉｔｈ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ｅｒｒｏｒ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２ｐｉｘｅｌｓａｎｄｗａｖｅｌｅｎｇｔｈｅｒｒｏｒ０．０２ｎｍ，ｗｈｉｃｈｓａｔｉｓｆｙｔｈｅｒｅ

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ｔｈｅｅｃｈｅｌｌｅｓｐｅｃｔｒｏｇｒａｐｈ．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Ｅｃｈｅｌｌｅｓｐｅｃｔｒｏｇｒａｐｈ；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ｓｐｅｃｔｒａ；Ｃｅｎｔｒｏｉｄ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ｎｇ；Ｃｒｏｓｓ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ａｕｔｈｏｒ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Ｊｕｎ．１４，２０１１；ａｃｃｅｐｔｅｄＯｃｔ．３０，２０１１）　　

３５８第３期　　　　　　　　　　　　　　　　　　　　光谱学与光谱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