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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多级微反射镜的空间调制型傅里叶变换光谱仪在光场的横向空间同时采集所有光程差的干涉

图信息!所以光场能量的空间分布特性影响着系统的性能$文章将空间分布函数引入到光谱仪系统中!通过

仿真实验得到!分布函数调制后的干涉图对比度下降!同时复原光谱中出现边频谱线$理论分析表明!干涉

图调制度下降来源于调制度函数对光程差采样空间的周期性变化(而边频谱线则是光源的单色谱线对调制

度函数的空间频谱进行频率搬移的结果$最后!提出了平场校正的差影算法与反向恢复算法$仿真结果表

明!反向恢复算法可以更好的复原出干涉图和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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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里叶变换光谱仪应用光学相干原理!可以对物质的结

构和成分进行测量"分析和处理$傅里叶变换光谱仪记录的

是干涉图信息!通过光谱与干涉图之间的傅里叶变换关系来

间接地测量光谱信息*

#

+

$目前!广泛应用的傅里叶变换光谱

仪大多是时间调制型的!利用动镜扫描来获得采样光程差的

干涉图数据$这种仪器结构对动镜的移动精度要求很高!并

且动镜驱动系统会带来额外的附加体积!使其在很多领域的

应用受到了限制$因此!对于静态微小型的傅里叶变换光谱

仪的研究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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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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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仪器基本原理

!!

基于多级微反射镜的空间调制型傅里叶变换光谱仪不需

要动镜和动镜驱动系统!通过多级微反射镜的结构实现光程

差的精密采样*

!

+

!可以降低光谱仪整机的尺寸和重量!其结

构如图
#

所示$

!!

基本光学结构基于
Y8/Q.&2%5

干涉仪!不同的是经典的

平面反射镜被两个多级微反射镜所代替!两面镜子均为阶梯

形状!一个有着小的阶梯阶距!另一个有着大的阶梯阶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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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梯镜的阶梯高度遵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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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Q455%5

采样定理*

>

+

!并且

两个阶梯镜遵循高度互补准则$将两个阶梯反射镜正交放

置!则可以形成一个光程差的空间阵列$阶梯镜产生干涉图

的空间采样!干涉信号的强度取决于阶梯镜分割图样中采样

点的位置!故干涉信号可以写作
6

%

,

!

*

&$通过探测器阵列接

收的不同空间的干涉光强信息就是干涉图的采样点$探测器

阵列的像元数是干涉图采样点数的数倍!每一个干涉图采样

点被多个探测器像元接收!称之为超像元$图
#

显示了探测

器超像元记录的干涉图!不同超像元的颜色代表了不同的干

涉图强度$图中清楚的显示了干涉图的采样阵列$光谱图可

以通过对干涉图进行傅里叶变换的数字处理过程重构得到$



"

!

理论计算模型

!!

由于这种空间调制的傅里叶变换光谱仪是在一个面阵列

上同时呈现所有采样光程差的干涉图!因此!相比于时间调

制的傅里叶变换光谱仪!对光场的横向能量分布特性有着更

高的要求$

对于一个强度均匀分布的光场!各个采样光程差形成的

干涉图是理想的干涉条纹$这时干涉图函数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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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光场强度的空间分布是不均匀的!那么每一个

光程差采样的干涉图的光强将与空间位置有关$这里将有固

定空间能量分布形式的光场作为研究内容!讨论其均匀性对

于干涉图以及光谱图的影响$

当光场的空间能量分布有固定的初等函数形式时!例如

在用可调谐激光器做实验时!激光光束基模的空间能量分布

是高斯函数的形式$这时可以将干涉图函数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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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D

%

,

!

*

&定义为空间分布函数$

在这里暂不考虑空间分布函数与光波频率的关系!而只

分析空间不均匀性对光场的限制$由式%

"

&可以看出!空间

分布函数的形式!直接决定着干涉光强的大小!从而影响着

复原光谱的质量$对于高斯光束!我们可以构造分布函数的

形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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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L

是分布函数的有效半径$

本文以高斯能量分布为例!讨论光场的均匀性问题!但

研究方法可以适用于任意具有初等函数形式能量分布的光

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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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真实验

!!

将光场的空间分布特性引入到本研究的光谱仪系统中!

仿真其对采样干涉图的影响!并通过离散傅里叶变换反演来

观察其对复原光谱图的贡献$

基于分布函数
D

%

,

!

*

&的调制!入射光强在空间干涉图

面上不再均匀分布$将功率谱密度作用到空间分布函数所对

应的每一个光程差采样的空间点!在每一个采样空间点对所

有波长的能量进行傅里叶积分!得到空间分布函数调制后每

一个采样空间点的干涉图像$

对于高斯型分布函数!对光程差采样空间进行傅里叶积

分反演*

+

+

!得到的干涉图如图
"

和图
!

所示$

!!

仿真所用的光源为单谱线光源!频率
#

V,'!

$

A

B#

$图
"

是没有受到
D

%

,

!

*

&函数调制的干涉图$图
!

是受到有效半

径为
LV#+/A

的高斯函数调制时的干涉图$从两个图的比

较可以看出!由于干涉图受到
D

%

,

!

*

&的调制!使得干涉条纹

的对比度下降$干涉图中心区域条纹的对比度下降较小!而

干涉图边缘区域的条纹对比度下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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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探测器阵列所采集到的干涉图像的灰度数据进行预处

理与切趾运算!然后与相应的光程差分布相匹配$对干涉图

采样序列做离散傅里叶变换之后!即可反演出其频率域的光

谱信息$

!!

图
>

是理想的干涉图%图
"

&反演的光谱信息!图
=

是受

到高斯函数调制后的干涉图%图
!

&反演的光谱信息$从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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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高斯函数调制的光谱中除了光源的频率谱线外!

还增加了两条边频谱线$并且!中心谱线的峰值降低!谱线

有所展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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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真结果的理论分析

!!

空间分布函数对于采样干涉图的空间调制!使得调制干

涉图边缘区域调制度下降!并且反演光谱中出现边频谱线$

下面将对空间分布函数导致这两种现象的原因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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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涉图对比度分析

由式%

"

&!通过推导可以得到受到空间分布函数调制的

干涉图的对比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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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光程差表示为

8

'

&

%

-

& %

>

&

将分布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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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空间坐标的关系转化为其随光程差的

关系!得到调制度函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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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函数曲线如图
+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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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

可以看出!干涉图的调制度随着光程差的增加呈

现一种
>

型准周期的函数关系$调制干涉图的调制度总体上

是下降的$在某些特定的光程差区域!其下降的尤为明显$

而这些特定的光程差即对应着干涉图的边缘区域$这就是干

涉图边缘调制度下降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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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制频谱分析

由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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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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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制干涉光强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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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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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两边同时傅里叶变换!则调制光谱可以表示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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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卷积运算!

M

%

#

&是调制度函数
&

%

-

&的傅里叶

空间频谱$

调制干涉图在空间域表现为调制度函数与理想干涉图的

乘积$但是在频率域中!调制光谱则表现为调制度频谱与理

想光谱的卷积$

对于高斯函数调制的干涉图!其调制度函数
&

%

-

&的曲

线形式如图
+

所示!则其傅里叶空间谱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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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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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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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

可以看出!调制度频谱主要由一条零频谱线和两

条边频谱线组成$其边频谱线的频率中心值正好等于分布函

数对空间分布的光程差阵列按其排布顺序逐行或逐列变化的

频率$本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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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阶梯反射镜

的阶距$

对于单谱线函数的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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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频率$则调制光谱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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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式%

<

&可以看出!将调制度函数的频谱搬移到理想干

涉条纹的频段上!就是调制光谱$而边频谱线与中心谱线的

频距就是调制度频谱的伴线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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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均匀光场校正

!!

空间分布函数对采样干涉图的光强信息进行了调制!使

得干涉图调制度下降!同时复原光谱中出现虚假的频率成

分$因此!需要对非均匀分布的光场进行平场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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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影算法

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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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图
!

可以看出!空间分布函数调制后的干涉图

像同时含有理想干涉图像与分布函数的图像!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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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将调制干涉图像与分布函数

图像求差集!来分离出理想干涉图象$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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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向恢复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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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可以构造

一个恢复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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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退化的干涉图函数进行作用$在调制

度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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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零点的情况下!可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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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干涉平面上有些区域可能会产生
&

%

-

&

V,

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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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常小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应用式%

E

&进行平场校正时会出

现奇异性$因此!改进的方法是在
&

%

-

&

V,

的干涉区域及其

附近!对
T

%

-

&的值进行设置!从而使得在这些区域附近不致

使复原的干涉图出现病态$当然!我们预先并不知道分布函

数的具体函数形式!这就需要我们对具体的光场进行分析!

来解析出分布函数的形式$

由两种校正算法复原的干涉图如图
;

和图
E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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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两幅干涉图进行傅里叶变换!得到复原光谱如图
#,

和图
##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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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

-图
##

可以看出!相比于差影算法!反相恢复

算法能够恢复比较理想的干涉图!并且能够反演出比较理想

的光谱$因此!我们利用反向恢复算法来进行非均匀分布光

场的平场校正$

+

!

小
!

结

!!

由于光场横向空间的光强分布的不均匀性!在研究中引

入空间分布函数$本文以高斯分布函数为例!模拟了其对于

采样干涉图与反演光谱的影响$空间分布函数对干涉图产生

调制作用!使得干涉图的对比度下降!并且使得复原出的光

谱出现边频谱线$通过理论推导!分析了干涉图边缘区域调

制度下降的原因!并且论证了单线光谱对调制度函数的空间

频谱的频谱搬移作用$最后!对光场的非均匀分布校正进行

了研究!提出了差影算法和反向恢复算法两种平场校正的方

法$其中反向恢复算法可以得到比较理想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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