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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对大气层中辐射波长分布在真空紫外和近紫外波段$

""?

"

!//8=

%的粒子探测!完善大气

遥感!设计了一种高分辨率成像光谱仪!并开展了原理样机的研制"根据国外已有载荷进行分析!选用了以

离轴抛物镜为望远系统&

Jb148

6

,ZF4814

结构为成像光谱系统的光学方案#针对真空紫外波段辐射弱的特点

选取了带有
PJK

的二维光子计数型探测器"为了实现该光学系统的宽波段成像功能!在像差理论的基础上

引入了几何与一阶微分的数学方法!解决了传统结构像差校正不均匀&空间分辨率低的缺点#最终设计得到

了改进型的成像光谱仪"对设计结果进行模拟和光谱分辨率计算分析可知这种成像光谱仪全视场全波段调

制传递函数值在
/'*

以上!光谱分辨率达到
"'#!8=

!具有良好的性能"这种方案工程实现性好!性能优越!

设计方法和设计结果合理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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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中的紫外光辐射对人类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对紫

外波段探测数据进行反演建立大气模型!可以实现大气预警

和监测(

"

)

"近年来!国内的星载设备研究主要集中在大于

!//8=

的紫外可见波段和小于
"//8=

的极紫外波段!而对

于包含真空紫外波段的
"//

"

!//8=

的研究尚属空白"这一

波段的辐射粒子主要分布在平流层&热层&电离层和极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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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其中辐射分布在
#//

"

!//8=

波段内的粒子主要成分如

图
"

所示!它们分布在地球表面
?

"

?/V=

内的大气层中"

!!

辐射分布在
"//

"

#//8=

波段内的粒子$如表
"

%主要分

布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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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气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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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像光谱仪是在多光谱遥感基础上发展形成的新型光学

仪器!它能以高光谱分辨率和高空间分辨率同时获得连续多

谱段图像!兼具摄谱仪的成像功能和单色仪的光谱分析能

力!这些功能可以使遥感应用在光谱维和空间维上同时展

开!达到分析地球表层大气的目的(

#

)

"目前光栅型的成像光

谱仪应用范围最广"真空紫外波段辐射弱!易被大气吸收!

难以在地面上进行观测!且电离层$真空紫外波段主要分布

空间%易受扰动!实时变化快!因而只有空间遥感才能进行

行之有效的探测"目前国外相关星载成像光谱仪主要包括观

测远紫外的
:̂U0

!

Yd$̂

!

U:̂<0

和
P̂:YTU

!观测近紫外

的
Y@PT

!

0Ĵ:P:JM̀

!以及
M0Z

中的
J@0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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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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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研究了真空紫外成像光谱仪的结构!并着重对



成像光谱系统进行了优化设计!使之能实现较宽波段的高分

辨率成像功能#通过模拟计算对设计结果进行了分析与评

价!为原理样机搭建工作奠定了基础"

"

!

成像光谱仪结构简述

!!

目前国外各种相关仪器主要有以下特点'采用镜片数量

少的反射式系统!如
:̂U0

的
T>143,I753;1

结构&

U:̂<0

的

R795_%43E

结构和
J@0

的
U%_&789

结构#其传输效率较低!

因此普通探测器如
JJ<

等无法应用!需要使用带有
PJK

的

光子计数型探测器#光学可调参数少!为实现好的成像质

量!大多采用复杂的非球面镜和非球面光栅制造技术"基于

此我们选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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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它使用了平面光栅!结

构加工与装调简单方便"并对传统结构的劣势进行了针对性

的改进!从而获得了成像效果优良的结构"

带有
PJK

的二维成像光子计数型探测器有
[<X

探测

器&

R0:

探测器&

P:P:

探测器(

B

)等!这种类型的探测器

特点是!通过微通道板实现入射光子的二次电子碰撞!获得

"/

*

"

"/

B的电子增益!并对落在阳极上的电子云进行位置解

码获得二维成像信息和光谱信息!灵敏度高!适用于微弱光

探测"在样机初步实验中我们选择了
R0:

探测器"另外!裸

PJK

表面的量子效率低!需要加镀光电阴极以提高响应#对

于
"//

"

#//8=

波段!光电阴极采用碘化铯!而对
#//

"

!//

8=

波段!光电阴极则采用碲化铯"根据探测的粒子波段分

析可知在
"+/

"

#"/8=

处无重要粒子辐射分布!允许一定间

断!故可将探测器接收表面按设计进行分块镀膜!以实现光

路的同时探测的功能"

由探测波段可知!在
#./

"

!//8=

处会有
"#/

"

"?/8=

的二级谱影响!故在入射狭缝后需放置滤光片轮#样机是根

据临边观测原理进行设计的!这种观测方式是按照大气层高

度来进行切片观测!两种波段粒子分布高度不同!所以滤光

片轮可以根据观测高度来进行切换!在近紫外探测时切换能

去除
#//8=

以下波段的高通滤光片!在远紫外观测时则切

换能去除
#//8=

以上波段的低通滤光片"在实现成像功能

时二级谱基本无影响!可以不使用滤光片"基本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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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学系统设计研究

!!

望远镜系统使用离轴抛物镜!所成狭缝像像差小!易设

计"后续光谱成像系统是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

&%$

!

主要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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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由准直镜&平面光栅和聚焦镜共同

构成"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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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主要像差为慧差和像散"慧差产生的原因是光线

的离轴入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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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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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和
"

为光栅的入射角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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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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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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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

设为常量!对聚焦镜的入射角
(#

进行优

化可消除慧差"

反射镜子午方向和弧矢方向上的不同焦长会导致狭缝像

沿狭缝高度扩散!从而产生像散"系统扩展焦长表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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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准直镜焦距!

(

#

为聚焦镜焦距!

7

和
6

代表子午

方向和弧矢方向"当
'

(

为
/

时!像散最小"设计时取准直镜

为球面镜!固定聚焦镜弧矢方向上的曲率半径!只对其子午

方向上的曲率半径进行调整就可以消除像散!这种聚焦镜的

形式是超环面镜"需要注意像散的校正仍依赖于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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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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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波段像差校正条件

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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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难以在宽波段上保持相同的成

像性能"这是由于各个波长不能在聚焦镜上保持相同的入射

角!因此使各个波长得到校正的最优条件也不同(

"#

)

"为此!

我们引入向量几何和一阶微分方法来推导该系统全波段像差

校正条件"

!!

如图
.

所示!建立一个二维向量坐标系!可以获得几个

向量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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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向量

表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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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几何关系可以获得一组等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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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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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聚焦镜到光栅的距离和聚焦镜到像面

的距离!

+

是像面法线与衍射主光线夹角!

8

为像面宽度"由

于最优入射角是与波长相关的!因此各波长到聚焦镜上的入

射角相同时!各波长的像差可在相同的光学参数下同时得到

校正"令入射角
(#

和距离
,

G/

与光栅衍射角
"

无关!将方程

$

B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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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微分!可以得到数学表达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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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为光学系统宽波段像差校正条件"

!

!

光学系统实例设计与分析

'%$

!

实例设计

根据之前所述原理设计了用于真空紫外大气探测的成像

光谱仪光学系统"设计仪器运行在
B!!V=

高的轨道上!与

临边观测点的最远距离为
!!//V=

"仪器观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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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段!覆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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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气高度!使用探测器像元尺寸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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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

=

"设计光学系统设计参数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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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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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像光谱仪焦距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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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远镜形式 离轴抛物镜

离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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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长
"#?==

入缝尺寸
B'B==k/'/?==

对应视场角
.lk/'/?l

准直镜形式 球面镜

曲率半径
#?/==

光栅形式 平面光栅

刻线密度
!//

线+

==

]"

入射角
]"/'!-l

衍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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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镜形式 超环面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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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结果分析

图
?

比较了传统结构和改进结构的点列图半径随波长的

变化值!可以看到!传统结构在探测波段的中心波长处和边

缘波长处性能相差较多#改进系统则在全波段都有良好的成

像性能!两个方向均达到了
#/

$

=

!像差得到了充分校正"

!!

图
*

给出了改进结构各波长的调制传递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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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

线!在指标要求的奈奎斯特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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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全视场

全波段
PZI

值可达到
/'*

以上!满足指标要求"

*+

,

%Y

!

/;*45?>2=29?A1@19:01A

,

+91@

K1E2@29

,

?>345?>2:23+

,

9

'%'

!

光谱分辨率分析

在像差得到良好校正的情况下!仪器的光谱分辨率主要

与光栅的分辨能力&入射狭缝宽度和探测器像元尺寸相

关(

"!

)

"其中!光栅的分辨能力是指其分开相邻两条等强度窄

谱线的能力!根据瑞利准则可以表示为

I

0#

*

(#0

OJ

$

""

%

式中!

J

为光栅刻线总数"设计样机的光栅刻线总数为
-?//

条!光栅自身的光谱分辨率
(#

约为
/'/#8=

!远高于仪器光

谱分辨率!所以光栅对光谱分辨率的影响可以基本忽略"

理想狭缝认为是无穷窄的!但实际应用狭缝必然具有一

定宽度"设入射狭缝宽度为
$

"

!则在仪器中像面$出射狭缝

平面%上所成的狭缝像谱线宽度为
$u

"

"二者的关系为

$L

" 0

(

L

#

(

L

"

$

" 0

(

#

2%5K

(

"

2%5

"

$

"

$

"#

%

式中
(

L

#

O

(

#

2%5K

和
(

L

"

O

(

"

2%5

"

分别为成像镜和准直镜的平

行光管焦距"将光栅方程对衍射角
"

进行微分得到

&2%5K

6

K

6"

;

&2%5

"0

O

6#

6"

$

"!

%

!!

在成像光谱仪中!入射角是固定的!因此有

6

K

6"

0

/

!

和
!

6"

6#

0

O

&2%5

"

$

".

%

式中!

6"

*

6#

称为角色散!即当波长有微小改变时衍射角的

变化值"如图
-

!设仪器能够区分的最小光谱间隔为
'#

!则

这两条谱线在像面上距离为
'

5

"

*+

,

%̂

!

B234@8?+4945:+552A29?K1E2@29

,

?>3

!!

由几何关系可得

'

5

0

'#

(

#

&

"

2%5

+

0

O

'#

(

#

&2%5

"

2%5

+

$

"?

%

式中
+

为像面相对于垂直面的倾角!

&

"

即为角色散"将本式

与式$

"#

%联立得到成像光谱仪光谱分辨率公式!其中
'

5

即

为出射狭缝像谱线宽度
$L

"

'#0

(

#

2%5K

(

"

2%5

"

$

"

&2%5

"

O

(

#

2%5

+0

&2%5K

O

(

"

$

"

2%5

+

$

"*

%

根据设计结果!

&O"

*

!//==

!

KO"/'!-l

!

$

"

O/'/?==

!

+

O#/l

!

OO"

!

(

"

O"#?==

!从而得到光谱分辨率为
"'#!

8=

"

探测器像元同样具有一定尺寸!在对入射光进行采样收

集成像时!应符合抽样定理!即探测器像元空间频率至少为

光谱变化频率
#

倍!由此可以获得探测器最小分辨波长差

'#91 0

##

9

#

9R

2%5

+0

##&

O

(

#

2%5

"

2%5

+

$

"-

%

式中
#

为像元尺寸!

9

#

*

9R

为光栅逆线色散"以
[<X

探测器

为例!像元尺寸为
#?

$

=

!

(

#

O"!+'!==

!根据方程$

"-

%!

用
P73&7>

计算出
'#91

随波长变化的曲线如图
B

!根据图中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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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可知探测器的最小分辨波长差小于狭缝像谱线宽度
'#

!

因此!设计系统光谱分辨率由狭缝像对应的光谱分辨率决

定"

*+

,

%Z

!

B2@1?+49=8AE245:2?2=?4A

.

33

D

2=?A1@

A234@8?+4919:K1E2@29

,

?>

.

!

结
!

论

!!

首先根据对国外先进技术的分析确定了适用于真空紫外

的成像光谱仪光学系统和探测器!以及二级谱的消除的整体

结构"之后设计了样机的光学系统!并通过几何方法和一阶

微分方法获得了中心波长和边缘波长光线到像面上的像差纠

正条件!完善了成像功能!使系统在全波段内分辨率趋近于

一致"最后通过
STP:[

光学设计软件进行了模拟!结果显

示!全视场调制传递函数在全波段达到
/'*

以上!满足成像

质量要求#又通过对光谱分辨率进行分析计算!确定了影响

光谱分辨率的主要因素!计算结果为
"'#8=

"目前样机正在

研制中!并准备根据初步实验结果进行进一步的改进"这种

设计研究的成功!将对用于真空紫外探测的星载成像光谱仪

的研制提供重要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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