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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纤成像光谱仪中谱线畸变对调制传递函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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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光纤传像束应用到色散型成像光谱仪中取代其狭缝!链接望远系统和光谱仪组成光纤成像光谱

仪$它是二重采样系统!光谱仪的谱线畸变使光纤束采样像元的像与探测器像元之间产生对准偏差!从而对

第二次采样过程产生影响!导致调制传递函数"

EAB

#下降$从线扩散函数角度出发推导出采样过程光学传

递函数!分析了谱线畸变对系统
EAB

的影响!建立了一套评价光纤成像光谱仪
EAB

的模型$该模型比狭

缝型成像光谱仪
EAB

计算模型多了一项光纤积分
EAB

因子和一项由谱线畸变引起的对准偏差
EAB

因子!

最后用该模型评价了某机载可见近红外波段光纤成像光谱仪
EAB

$

EAB

计算模型的推导和建立方法对计

算二重采样系统光学传递函数有参考意义!能指导光纤成像光谱仪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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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像光谱仪是一种能同时对目标物体进行空间维和光谱

维成像的光学遥感器!它主要由前置望远系统和光谱成像系

统组成!狭缝作为视场光阑将两者有机的结合在一起$这种

结合方式是刚性的%直线型或空间折线型的!不利于结构的

小型化和复杂化$光纤束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局面!作为传光

器件很快被应用到光谱仪中!组成光纤光谱仪$用光纤束取

代狭缝!使得采样方式和光谱接收方式多样化!易于操作和

使用&体积小巧!结构灵活!易于复杂化和模块化(

"

)

$将线

列光纤传像束作为传像器件应用于成像光谱仪中!取代狭缝

链接望远系统和光谱成像系统!组成光纤成像光谱仪!利用

它柔软可弯曲的特点实现结构小型化和复杂化$

光纤传像束是一种可随意弯曲的无源图像传输器件$线

列光纤传像束是将许多根一定长度的极细光纤按直线方式!

在两端按一一对应的关系紧密排列组成$与传统光学成像器

件相比!它具有柔软%质量轻%摆放自由度大%易实现复杂

空间结构等特点!被广泛应用于医学%工业检测%空间遥感

等众多领域$它是一种采样器件!光纤束中单根光纤作为采

样单元对耦合进来的物体像进行采样并传输到另一端!实现

中继传输$在光纤成像光谱仪中!线列光纤传像束取代狭缝

对望远镜耦合进来的像采样后传输至光谱仪!光谱仪对其分

光再成像到探测器上!得到目标物体不同波长的光谱像!所

以它是一种二重采样系统$由于光纤传像束本质属性的限

制!在输出图像背景中附加了传像束的网格结构!导致图像

质量下降$国内外不少专家已经对采样系统的
EAB

做了详

尽的分析!提出了积分法!统计法等不同计算方法(

*

)

!它们

将单个采样器件作为研究对象!没有形成系统
EAB

计算模

型$张勇和陈自宽等以
HHI

光电成像系统为例!以点扩散函

数"

W/B

#为出发点!得出了整个系统的光学传递函数(

!

)

$但

对于同时存在圆形采样像元和矩形采样像元的二重采样系统

而言!这种计算方法太复杂$

对地观测型成像光谱仪狭缝像的宽度通常是探测器像元

尺寸的整数倍!大多数情况下是尺寸相等的匹配关系!在无

像差的光纤成像光谱仪中体现为光纤像与探测器像元一一对

应相互匹配$实际上由于光谱仪存在畸变!光纤束的像在

HHI

靶面上空间维和光谱维方向上均与像元出现对准偏差!

导致第二次采样出现混乱!使
EAB

下降$本文以线扩散函

数"

O/B

#为切入点!对整个系统建立了一套
EAB

计算模型!

该方法简单快捷!对评价二重采样系统的
EAB

有参考意义$

最后用该模型计算某机载光纤成像光谱仪的
EAB

!将其与

狭缝型成像光谱仪比较分析了由畸变引起的
EAB

的下降!

可指导光纤成像光谱仪的设计$



"

!

光纤成像光谱仪
EAB

计算模型

!!

光纤成像光谱仪由前置望远系统%线列光纤传像束和光

谱成像系统组成!典型的可见近红外波段机载光纤成像光谱

仪如图
"

所示$光谱仪系统采用
;DD703

凸面光栅结构!将光

纤束按
"d"

放大率成像到
HHI

靶面上$光纤束单根光纤直

径与
HHI

像元大小相等$在无像差情况下!线列光纤束不同

波长光谱像的大小和排列方式与
HHI

一致!成一一匹配关

系$实际上光谱像在空间维和光谱维方向均有畸变!分别称

为色畸变和谱线弯曲$色畸变是由于光谱仪对狭缝各波长成

像放大率不同引起的!谱线弯曲是狭缝不同波长的弯曲图像

与直线的偏离量$所以光纤束的像与
HHI

像元之间对出现

对准偏差!某波长的光纤像与
HHI

像元的对准状态如图
*

所示$此时!除中心视场附近的光纤像与
HHI

像元对准外!

其余视场都存在对准偏差!且畸变越大!偏离程度越严重$

这种对准偏差打乱了
HHI

像元与光纤的同步采样!使采样

中心点与输入信号间产生额外相位差!导致
EAB

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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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采样过程的光学传递函数

光谱仪在两个方向均存在畸变!对两个方向的采样过程

都产生影响$为简便起见!只考虑一维方向!其结果可扩展

到二维方向$设第
"

组光纤和
HHI

像元的对准偏差如图
!

所

示!光纤的中心坐标为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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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径为
:

!纤芯半径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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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元中坐标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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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样间隔和像元大小同为
*:

$

它们之间的距离即为色畸变!设其大小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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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纤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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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

元的面型函数可分别用孔径函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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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I3%C

[

638

关于对准偏差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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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HI

像元上的光

强度等于光纤面的平均光强度!表示为

G(

"

A(

!

4

(

#

$

"

)

/

*

G

G

"

A

!

4

#

H

"

A(

5

A

#

8A8

4

"

!

#

式中!

G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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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是光纤出射端光强!设其为脉冲函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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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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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看着是脉冲函数与孔径函数的卷积!根据

光学传递函数的定义可认为孔径函数是光纤的虚拟光学传递

函数"

;AB

#$所以去掉系数!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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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式右边第二项积分部分为圆函数!对
4

积分即为某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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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长度!它可看作对
A

求积分面积的积分变量!设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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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线扩散函数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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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元线扩散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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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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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eA(

"

#是
HHI

像元对
A

求面积的积分变量$

图
!

中二次采样面形"阴影部分#可用采样线扩散函数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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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

#得出的是一对光纤和
HHI

像元的对准采样
O/B

!

对整个光纤束的像!

!

"

是变量!随视场增大而增大$因为光

纤束由几千根光纤组成!色畸变
!

"

远小于光纤束像高!可认

为
!

"

服从均匀分布!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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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是光纤谱线色畸变最大值!将式"

"*

#对整个光纤束

求平均!得平均
O/B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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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波长
HHI

像元对光纤光谱像的二次采样平均光学传

递函数的平均
;AB

是平均
O/B

的傅里叶变换!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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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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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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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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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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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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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和
F

"

A(

#的

傅里叶变换!且均为实函数!则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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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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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式表明!第二次采样过程的平均光学传递函数可表示

为二重采样面型的积分单元的傅里叶变换与对准偏差分布函

数的傅里叶变换的乘积!外加一个初始相位差$该计算方法

和结论对其他类型的二重采样或存在对准偏差系统光学传递

函数的计算有参考意义$

$%&

!

光纤成像光谱仪的
=()

计算模型

引入光纤传像束后!光纤成像光谱仪在光谱成像之前不

再是连续成像系统$离散采样器件对输入信号的采样是一种

线性但不是完全空不变过程!而光学传递函数仅使用于线性

空不变系统$光学传递函数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和完善!针对

离散采样系统国际上提出局部等晕和平均传递函数概念!使

光学传递函数能应用在非连续成像系统中$对单根光纤!系

统满足等晕条件(

!

)

!可看作线言空不变系统!光纤成像光谱

仪的平均
EAB

可用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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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式中的
EAB

项从左至右分别为'系统
EAB

%望远镜

EAB

%光纤积分
EAB

%光纤采样
EAB

%光谱仪
EAB

%

HHI

积分
EAB

和采样
EAB

$在无畸变情况不存在对准偏差时!

光纤像与
HHI

像元匹配!两者同步采样!所以"

".

#式中只能

计算一次采样
EAB

$当存在对准偏差时!可认为在无偏差情

况下在乘上一个对准
EAB

!所以"

".

#式应修改为
E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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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EAB

定义!由"

"?

#式可计算第二次积分采样过程

的平均
E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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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前文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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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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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两式均已略去系数$对准偏差分布函数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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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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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E

3012

!

"5

!

E

,

*

!" #

E

"

*>

#

!!

对上式作傅里叶变换!并略去系数!

N

]

"

3

#

N$

4:7,

"

!

E

3

# "

*+

#

!!

将式"

**

#!"

*!

#和"

*+

#代入式"

",

#得第二次积分采样过

程的平均
EAB

为

9EAB

$

U

"

"

*

)

/

3

#

)

/

3

4:7,

"

*:

3

#

4:7,

"

!

E

3

# "

*?

#

!!

上式中右边第一和第二项分别为光纤和
HHI

像元的积

分
EAB

!而第三项即为由色畸变引起的对准偏差
EAB

6&:

[

7

$

光纤束和
HHI

采样过程同步发生!采样间隔为
*:

!所以采

样
EAB

为
EAB

46J

U4:7,

"

*:

3

#$式"

*+

#的结果是在纤芯积

分面积有部分超出像元采样区域外即
/l!

E'

:

式得出的通

用结果!超出像元积分区域的长度为"

!

E

e:l/

#!此时式

"

*+

#应修改为

EAB

6&:

[

7 U

4:7,

("

!

E 5

:

6

/

#

3

) "

*.

#

!!

当
/l!

EA

:

时!光纤所有积分区域均被像元采样!只

是多了一个相位因子!但像元积分
EAB

仍不变!所以

EAB

6&:

[

7

U"

!此时整个系统的
EAB

为

EAB

4

5

4U

EAB

20&T

EAB

4

)

0)

U

"

"

*

)

/

3

#

)

/

3

4:7,

*

"

*:

3

#"

*@

#

!!

当
/l!

E'

:

时!整个系统的
EAB

为

EAB

4

5

4 U

EAB

20&T

EAB

4

)

0)

U

"

"

*

)

/

3

#

)

/

3

-

4:7,

*

"

*:

3

#

4:7,

("

!

E 5

:

6

/

#

3

) "

*,

#

!!

从式"

*,

#可看出!与狭缝成像光谱仪
EAB

计算模型相

比!光纤成像光谱仪
EAB

计算模型多了一项光纤积分
EAB

因子和由谱线畸变引起的对准偏差
EAB

因子$

*

!

应用举例

!!

根据研究目标设计的某机载可见近红外波段光纤成像光

谱仪的光学结构如图
"

所示!望远镜系统为复消色差折射式

光学系统!光谱仪系统为
;DD703

凸面光栅结构$选择的线列

光纤束宽度为
"@JJ

!由
"###

根直径为
"@

"

J

!纤芯直径

为
"?

"

J

的光纤组成!

HHI

像元大小与光纤直径匹配为
"@

"

J

$前置望远系统的垂轴色差为
!'?#

"

J

!经光纤束传输至

光谱仪后转化成等量的色畸变$光谱成像系统最大色畸变为

#'>#

"

J

!最大谱线弯曲为
#'"+

"

J

$对设计的望远系统和光

谱仪系统
EAB

曲线分别进行采样!得到一系列不同空间频

率的
EAB

值!再用式"

*,

#进行计算后拟合!并将其与相同

光学参数的狭缝成像光谱仪各波长
EAB

值比较!绘出两种

系统不同波长的
EAB

曲线如图
>

所示$图中实线对应的是

狭缝成像光谱仪对中心波长和边缘波长的
EAB

曲线!虚线

对应的是光纤成像光谱仪对中心和边缘波长的
EAB

曲线$

两者对各波长在
(

5N

C:42

频率处的
EAB

差值大约在
#'#.

左

!?@*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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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

光谱学与光谱分析



右$因色畸变较小!

EAB

的下降主要是由光纤积分过程引

起!而色畸变对
EAB

的影响小于
#'#"

!选择更小纤芯直径

的光纤束可减小
EAB

下降量$明确诸如光纤直径%谱线畸

变以及
HHI

像元大小等因素对
EAB

的影响后!光谱仪系统

设计者可对各影响因素进行权衡优化!合理控制谱线畸变!

)*

+

%G

!

=()/<-D27348F3B*.A734*:9

+

*.

+

7

0

2/8-3:282-43-2D2-

6

F9D212.

+

85

实现最优设计$

!

!

结
!

论

!!

将线列光纤传像束应用到成像光谱仪中!柔性链接前置

望远系统和光谱仪系统组成光纤成像光谱仪$它是二重采样

系统!光谱成像系统的谱线畸变导致第二次采样过程发生对

准偏差!使调制传递函数下降$本文从线扩散函数角度出

发!推导了第二次积分采样过程光学传递函数!求得其调制

传递函数$然后对整个光纤成像光谱仪系统建立了一套

EAB

计算模型$与狭缝成像光谱仪
EAB

计算模型相比!该

计算模型多了一项光纤积分
EAB

因子和一项由谱线畸变引

起的对准偏差
EAB

因子$最后运用该模型评价了某机载可

见近红外波段光纤成像光谱仪对各波长
EAB

值!并将其与

狭缝光谱仪作了比较分析$当畸变较小时!

EAB

的下降主要

来自光纤采样过程!畸变对
EAB

影响很小$

EAB

计算模型

的推导和建立方法对计算二重采样光学传递函数有参考意

义!能在一定程度上指导光纤成像光谱仪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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