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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提高卫星光通信终端发射效率的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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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采用同轴反射式光学天线的卫星光通信终端中，发射光束受天线次镜的遮挡，将损失部分能量。为消除

次镜遮挡，提高光通信终端的发射效率，提出一种基于衍射光学元件的新方法。该方法利用衍射原理将光束整形

为圆环光束，以规避次镜遮挡。按照遮挡比和切断比固定和变化这两类情况进行了仿真设计，前一类仿真结果表

明：当遮挡比为１５，切断比为１．５时，远场强度峰值提高了４０％。后一类情况的仿真结果则表明：遮挡比越大，系统

透过率和远场峰值强度越高，远场光束的主瓣宽度和强度峰值相对增量则分别变窄和变低；切断比越大，强度峰值

的相对增量也越大。该方法提高了卫星光通信系统发射端的发射效率，同时也改善了接收端的光束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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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卫星光通信是以激光为信息载体在卫星间或卫

星和地面间进行高速通信的一种新型通信方式，是光

通信技术在卫星应用领域的拓展，也是现代卫星通信

领域的重要研究方向［１～６］。光学天线是卫星光通信

终端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使用于收发共用的卫星光

通信终端，是发射光路和接收光路的共有部件。

卫星光通信系统中，为获得极窄的光束发散角

并减小光终端体积，一般采用同轴两镜式反射望远

镜为光学天线［７～９］。该结构的主要缺点是次镜遮挡

造成的光能损耗较大，致使光通信终端的发射效率

较低。为弥补这一损耗，提高发射效率，传统的解决

方法是提高发射激光器的输出功率，但这种方法将

使终端的功耗增加，从而对卫星平台的能源分配造

成压力。其他的解决方式包括旋转三棱镜［１０］、双次

镜［１１］、锥面反射镜［１２］及离轴三反镜［１３，１４］等，但这些



中　　　国　　　激　　　光 ３６卷

方法大多存在整形效率不高、系统体积庞大或装调

困难等缺点，不能很好地满足实际空间系统需求。

因此，如何在不增加终端功耗和体积等前提下，消除

次镜遮挡导致的能量损失成为该领域的研究热点之

一。衍射光学元件的出现为该问题的解决带来了转

机，利用衍射光学元件能完成任意波形的变换，实现

传统折反射光学元件不能实现的特殊功能［１５］。如

果能用衍射光学元件将实心的输入光束转换成环形

光束［１６，１７］后再输入至光学天线，就能使光束在传输

中绕过次镜的遮挡，从而减小甚至消除次镜遮挡带

来的能量损失，有效提高光通信终端的发射效率。

本文采用相位恢复算法设计了能消除次镜遮挡

的衍射光学元件，并比较了不同遮挡比和切断比条

件下，设计前后的输出光束在远场的能量分布变化。

２　基本装置

基于衍射光学元件的卫星光通信终端发射光束

能量增益技术基本装置主要包括：激光光源、准直透

镜、衍射光学整形器件、衍射光学相位校正器件、反射

式光学天线。该装置的基本工作原理如图１所示。

图１ 实现发射能量增益提升的工作原理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ｆｏｒｒｅａｌｉｚｉｎｇｅｎｅｒｇｙｇａｉｎｂｏｏｓｔｉｎｇ

　　在图１中，激光光源输出的光束经准直透镜组准

直后，以准平行光的方式入射至衍射光学整形器件，

此时光束能量分布为圆形高斯分布。该光束经特殊

设计的衍射光学整形器件进行波前整形后，能量分布

变换为环形分布。环形光束经光学天线倍率放大后，

其输出光束能量分布仍为环形分布（为简单起见，假

设经光学天线后的环形光束与入射至光学天线的环

形光束存在简单的倍率放大关系，实际设计需考虑反

射镜面的面型和光束发散角等多种因素）。当内环直

径大于光学天线次镜直径，由于次镜不再对输出光束

起遮挡作用，因此输出光束总能量和光通信终端的发

射效率必然同时提高。光束整形过程未对输出面光

波的相位作任何要求和限制，整形后的光波场将偏离

理想波面，因此还需在光束整形器的谱面处特别设置

一个相位校正器件修正相位，以保证光束仍能按要求

的光束发散角入射至光学天线。

３　衍射光学元件的设计原理

实现图１所示装置的关键是衍射光学整形器件

和衍射光学相位校正器件的设计，两者都属于衍射

光学元件。由于相位校正器件不改变光束振幅，设

计相对简单，因此在本文中衍射光学元件的设计主

要是指衍射光学整形器件的设计，该器件的作用是

完成振幅分布由高斯分布到环形分布的变换。

高斯光束转换成环形光束的光学系统可参考图

２。衍射光学元件置于输入平面Ｐ１处，输入平面和输

出平面Ｐ２之间的距离为傅里叶变换透镜的焦距犔，

考虑一维情况（其结果可直接推广至二维情况），则输

入面振幅分布和输出面振幅分布之间满足以下关系：

犈ｏｕｔ（狉２）＝犎（狉１，狉２）｛犈ｉｎ（狉１）｝， （１）

其中 犈ｉｎ（狉１）＝犃（狉１）ｅｘｐ［ｉφ（狉１）］， （２）

犈ｏｕｔ（狉２）＝犅（狉２）ｅｘｐ［ｉψ（狉２）］， （３）

（１）式中的犎（狉１，狉２）为光学传递函数，它是能实现

光束振幅分布从犃（狉１）到犅（狉２）的某种变换，例如

傅里叶变换、分数傅里叶变换、汉克尔变换等。

（１）式在数学上属于反衍射问题，其解的存在性

和唯一性仍有待于证明，一般将其转换为优化问题

近似求解［１８］。用于解决式（１）的优化算法即为衍射

光学元件的设计方法，它包含局部搜索和全局搜索

两大类算法［１９～２６］，其中最著名的算法当属盖师贝格

撒克斯通（ＧＳ）算法。ＧＳ算法是利用输入面和其

傅里叶频谱面上的已知振幅信息犃（狉１）和犅（狉２），

通过引入振幅限制，反复迭代后得到输入面上的相位

分布φ（狉１），使（１）式成立，具有编程简单、收敛速度快

和通用性强等特点，本文将采用ＧＳ算法设计衍射光

学光束整形器件。

２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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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高斯光束到环形光束的变换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ｐｌａｎｆｒｏｍＧａｕｓｓｉａｎｂｅａｍｓｔｏａｎｎｕｌａｒｂｅａｍｓ

　　为使光学系统传输效率最大化，假设全过程没

有能量损失，因此输入和输出面之间存在能量守恒

关系，即

∫

狉
１ｍ

０

犃２（狉１）狉１ｄ狉１ ＝犮∫

狉
２ｍ

狉
２０

犅２（狉２）狉２ｄ狉２， （４）

式中犃（狉１）为基模高斯分布；犅（狉２）为环形均匀分

布，即圆环上各点振幅相等。狉１ｍ 为输入光束的最大

半径，狉２０ 为输出光束的内环半径，狉２ｍ 为最大外环半

径，它们之间满足以下关系：

狉１ｍ ＝狉２ｍ，　
狉２ｍ
狉２０
＝
犇１
犇２
＝犕， （５）

其中，犇１，犇２分别为光学望远镜主镜和次镜的直径，

犕 表示光学望远镜的放大倍率。

（４）式中的犮为常数。实际设计中，首先利用能

量守恒关系确定常数犮，之后即可利用ＧＳ算法进行

相位分布函数的迭代计算。

４　数值仿真

由于利用衍射光学元件进行光束整形的过程中

没有能量损耗，因此对比整形前后，卫星光通信终端

发射效率的提高以及光束总能量的提升都是显而易

见的结果。然而，对于整个卫星光通信链路来说，最

重要的是卫星光通信接收端的光束质量是否有所改

善。为考察整形前后卫星光通信接收端的光束质量

变化，采用能量峰值相对增量η表征接收端光束质

量的改善程度。η定义为整形前和整形后的近场

（即光发射机所在平面）光束在远场（即光接收机所

在平面）的能量峰值的相对增量。

在光通信发射端，光学天线的遮挡比和光束的

切断比都将对输出光束的形状造成一定影响，因此

有必要讨论光束远场分布随遮挡比和切断比的变

化。文中定义遮挡比犕 为主次镜口径之比，切断比

σ为输入光半口径狉１ｍ与高斯光束束腰狑０ 之比。

仿真设计中，衍射光学元件的输入振幅函数为

基模高斯光束：

犃（狉１）＝ｅｘｐ（－２狉
２
１／狑

２
０）， （６）

式中狑０ 为输入高斯光束的束腰。

要求输出的振幅分布为环形均匀分布（均匀分

布采用巴特沃斯函数近似逼近）：

犅（狉２）＝
１

１＋［（狉２－犱）／ωｃ］
２｛ ｝犖

１／２

＋

１

１＋［（狉２＋犱）／ωｃ］
２｛ ｝犖

１／２

， （７）

式中ωｃ为巴特沃斯分布的截止半径，犖 为巴特沃斯

分布的阶数，犱为巴特沃斯分布的对称轴与系统光

轴之间的距离。

光波波长λ＝８３０ｎｍ，狉１ｍ＝５ｍｍ，狉２ｍ＝５ｍｍ，

狉２０＝狉２ｍ／犕，犱＝（狉２ｍ＋狉２０）／２，ωｃ＝０．８（狉２ｍ－狉２０）／２，

犖＝１０；输入面和输出面采样间隔均为５１３。

图３ 整形后的光束强度分布

Ｆｉｇ．３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ｂｅａｍｓａｆｔｅｒｂｅａｍｓｈａｐｉｎｇ

４．１　遮挡比和切断比固定时的设计

取遮挡比犕＝１５，切断比σ＝１．５，并定义衍射

光学元件设计算法的评价函数为

犳ＳＳＥ ＝∫
犎｛犈ｉｎ｝－犅

２ｄ狉２

∫犅 ２ｄ狉２

． （８）

　　当ＧＳ算法收敛时，相应的输出强度分布如图３

３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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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重构得到的强度分布与目标强度分布基本吻

合。相应的衍射光学整形器件的相位分布如图４（ａ）

所示（８阶量化结果），相位校正器件的相位分布如

图４（ｂ）所示（８阶量化结果）。

图４ 衍射光学元件的相位量化分布，量化阶数为８。（ａ）衍射光学整形器件；（ｂ）衍射光学相位校正器

Ｆｉｇ．４ Ｑｕａｎｔｉｚｅｄｐｈａｓ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ＤＯＥｓ．（ａ）ＤＯＥｆｏｒｂｅａｍｓｈａｐｉｎｇ，狀＝８；　（ｂ）ＤＯＥｆｏｒｐｈａｓｅ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狀＝８

图５ 远场光束强度分布

Ｆｉｇ．５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ｂｅａｍｓｉｎｔｈｅｆａｒｆｉｅｌｄ

图６ 远场绝对强度分布随遮挡比的变化

Ｆｉｇ．６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ｔｈｅｆａｒｆｉｅｌｄａｎｄｏｂｓｃｕｒ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ｉｏ

图７ 远场相对强度分布随遮挡比的变化

Ｆｉｇ．７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ｆａｒｆｉｅｌｄａｎｄｏｂｓｃｕｒ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ｉｏ

４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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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远场相对强度分布随切断比的变化

Ｆｉｇ．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ｆａｒｆｉｅｌｄａｎｄｔｒｕｎｃ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ｉｏ

　　图５描述了光束在自由空间传播５万公里后的

远场强度分布。整形后的光束与受次镜遮挡的高斯

光束相比，η提高了４１．９％，主瓣内的光功率密度也

大幅上升，这说明光束整形处理极大地提升了发射

能量增益。但整形后的旁瓣能量较大，需进一步抑

制。理想的环形光束与重构的环形光束在远场的强

度分布重合程度非常高，说明当算法收敛以后，重构

输出光束的振幅微扰对远场强度分布的影响非常

小。

４．２　遮挡比与远场分布的关系

当遮挡比犕 不同时，设计结果将发生变化，保

持其他参数不变，取切断比σ＝１．５，考察犕 变化时

的远场强度分布。

图６为整形后的光束在远场的绝对强度分布随

遮挡比的变化情况。由图可知，随着 犕 的增加，远

场光束强度分布的主瓣变窄，强度峰值变大，总能量

逐渐增加。

图７为遮挡比变化时，受遮挡的高斯光束和整

形后的环形光束的远场相对强度分布的相应变化。

由图可知，随着 犕 的增加，η逐渐减小，当 犕 为５，

１０，１５，２０时，相应的η分别为１１７．８％，５５．０％，

４１．６％，３２．９％。

４．３　切断比与远场分布的关系

当切断比σ不同时，设计结果也将发生变化，保

持其他参数不变，取遮挡比犕＝１０，考察σ变化时的

远场强度分布。

图８是整形后的光束在远场的绝对强度分布随

切断比的变化情况。由图可知，随着σ的增加，整个

远场光束强度分布整体降低，总能量随之减小，但各

个极值点的位置保持不变。

图８ 远场绝对强度分布随切断比的变化

Ｆｉｇ．８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ｔｈｅｆａｒｆｉｅｌｄａｎｄｔｒｕｎｃ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ｉｏ

图９为切断比变化时，受遮挡的高斯光束和整

形后的环形光束的远场相对强度分布的相应变化。

由图可知，随着σ的增加，远场能量峰值相对增量η
亦逐渐增加，当σ为０．５，１，１．５，２时，相应的η分别

为５．１％，１８．６％，５５．８％，１２２．９％。

５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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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结　　论

提出了一种包含两个衍射光学元件的卫星光通

信终端光束整形装置．该装置通过将实心高斯光束

转变为中空圆环光束的方式，规避了次镜遮挡引起

的能量损失，从而使发射效率大幅提升，其理论传输

效率可达１００％。由于该方法不要求额外的功率补

给，且放置于光轴方向的衍射光学元件属轻薄器件，

同时它们均不偏折光轴，因此有理由认为该方法的

实现是建立在光通信终端的功耗，重量和体积均保

持不变的基础上。讨论了遮挡比和切断比均固定时

的衍射光学整形器件的设计，仿真结果表明整形后

光束远场分布的主瓣能量密度大幅上升，其能量峰

值提高了４０％左右。而遮挡比和切断比变化时的

仿真结果则表明；遮挡比越小，切断比越大，衍射光

学元件对系统提升的作用就越强；适当选取遮挡比

和切断比，有利于光学天线参数的优化选择。本文

所提出的方法虽然在实际应用中仍可能存在许多不

足，但衍射光学元件的引入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其

设计经验可应用于其它许多领域。

参 考 文 献

１Ｇ．Ｏｐｐｅｎｈａｕｓｅｒ，Ｍ．Ｗｉｔｔｉｇ，Ａ．Ｐｏｐｅｓｃｕ．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ＳＩＬＥＸ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ｆｏｒ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ｓｐａｃ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Ｃ］．犛犘犐犈，１９９１，１５２２：２～１３

２Ｔ．Ｔ．Ｎｉｅｌｓｅｎ，Ｇ．Ｏｐｐｅｎｈａｕｓｅｒ．Ｉｎｏｒｂｉｔ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ａｎ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ｌｉｎｋ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ＲＴＥＭＩＳａｎｄＳＰＯＴ４，

ＳＩＬＥＸ［Ｃ］．犛犘犐犈，２００２，４６３５：１～１５

３Ｔ．Ｊｏｎｏ，Ｙ．Ｔａｋａｙａｍａ，Ｎ．Ｋｕｒａ犲狋犪犾．．ＯＩＣＥＴＳｏｎｏｒｂｉｔｌａｓｅｒ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Ｃ］．犛犘犐犈，２００６，６１０５：６１０５０３

４ＴａｎＬｉｙｉｎｇ，ＭａＪｉｎｇ．Ｔｈ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Ｉｎｔｅｒ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Ｏｐｔｉｃ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

　 谭立英，马　晶．卫星光通信技术［Ｍ］．北京：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１～３０

５ＬｉｕＬｉｒｅｎ．Ｌａｓｅｒ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ｓｐａｃｅＩ：ｏｐｔｉｃａｌｌｉｎｋａｎｄ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Ｊ］．犆犺犻狀犲狊犲犑．犔犪狊犲狉狊，２００７，３４（１）：３～２０

　 刘立人．卫星激光通信Ｉ：链路和终端技术［Ｊ］．中国激光，２００７，

３４（１）：３～２０

６ＬｉｕＬｉｒｅｎ．Ｌａｓｅｒ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ｓｐａｃｅＩＩ：ｔｅｓｔａｎｄ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ｏｎｔｈｅｇｒｏｕｎｄ［Ｊ］．犆犺犻狀犲狊犲犑．犔犪狊犲狉狊，２００７，３４（２）：

１４７～１５５

　 刘立人．卫星激光通信ＩＩ：地面检测和验证技术［Ｊ］．中国激光，

２００７，３４（２）：１４７～１５５

７Ａ．Ｙａｍａｍｏｔｏ，Ｔ．Ｈｏｒｉ，Ｔ．Ｓｈｉｍｉｚｕ犲狋犪犾．．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ｆｉｒｓｔ

ｏｐｔｉｃａｌｉｎｔｅｒｏｒｂｉ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ｔｅｓｔ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ＯＩＣＥＴＳ）［Ｃ］．犛犘犐犈，１９９４，２２１０：３０～３８

８Ｈ．Ｈｅｍｍａｔｉ，Ｎ．Ａ．Ｐａｇｅ．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ｏｐｔ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ｄｅｓｉｇｎ

ｆｏｒｔｈｅＸ２０００ｔｒａｎｓｃｅｉｖｅｒ［Ｃ］．犛犘犐犈，１９９９，３６１５：２０６～２１１

９Ｍ．Ｋｎａｐｅｋ，Ｊ．Ｈｏｒｗａｔｈ，Ｎ．Ｐｅｒｌｏｔ犲狋犪犾．．ＴｈｅＤＬＲｇｒｏｕｎｄ

ｓ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ｏｐｔｉｃａｌｐａｙｌｏａ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ＴＲＯＰＥＸ）———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ｔｈｅ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Ｃ］．犛犘犐犈，２００６，

６３０４：６３０４１Ｕ

１０Ｗ．Ｎ．Ｐｅｔｅｒｓ，Ａ．Ｍ．Ｌｅｄｇｅｒ．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ｆｏｒ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ｌａｓｅｒ

ＴＥＭ００ｍｏｄｅｔｏ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ｃｉｒｃｕｌａｒａｐｅｒｔｕｒｅ［Ｊ］．犃狆狆犾．犗狆狋．，

１９７０，９（６）：１４３５～１４４２

１１Ｏ．Ｄ．Ｃｈｒｉｓｔｙ．Ｄｕａｌ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ｍｉｒｒｏｒＣａｓｓｅｇｒａｉｎｏｐｔｉｃａｌｓｙｅｔｅｍ

［Ｐ］．Ｕ．Ｓ．Ｐａｔｅｎｔ：４，４３９，０１２，１９８４０３２７

１２ＫｏｎｇＸｉａｎｇｌｅｉ，ＨａｏＰｅｉｍｉｎｇ．Ｎｅｗ ｍｅｔｈｏｄｔｏｒｅｍｏｖｅｃｅｎｔｒａｌ

ｓｈａｄｅｆｏｒ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ｎｇｌａｓｅｒｂｅａｍｅｘｐａｎｄｅｒ［Ｊ］．犆犺犻狀．犑．犙狌犪狀狋狌犿

犈犾犲犮狋狉狅狀．，２００２，１９（３）：２０５～２０９

　 孔祥蕾，郝沛明．消除中心遮挡的反射式激光扩束新方案［Ｊ］．

量子电子学报，２００２，１９（３）：２０５～２０９

１３Ｃ．Ｗ．Ｃｈｅｎ．Ｒｅｉｍａｇｉｎｇｏｐｔ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ｖｅａｎｄ

ｄｉｆｆｒａｃｔｉｖｅｏｐｔｉｃａｌ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Ｐ］．Ｕ．Ｓ．Ｐａｔｅｎｔ：５，２８７，２１８，１９９４

０２１５

１４Ｒ．Ｎ．Ｓｍａｒｔｔ，Ｅ．Ｗ．Ｃｒｏｓｓ．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ｍｉｒｒｏｒ

ｔｅｌｅｓｃｏｐｉｃｓｙｓｔｅｍｓｄｅｓｉｇｎ：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ｏｌａｒｇｅａ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ｏｌａｒ

ｃｏｒｏｎａｇｒａｐｈｓ［Ｊ］．犗狆狋．犈狀犵．，２００２，４１（８）：２０５５～２０５８

１５Ｗ．Ｂ．Ｖｅｌｄｋａｍｐ，Ｔ．Ｊ．ＭｃＨｕｇｈ．Ｂｉｎａｒｙｏｐｔｉｃｓ［Ｊ］．犛犮犻犲狀狋犻犳犻犮

犃犿犲狉犻犮犪狀，１９９２，２６６（５）：９２～９７

１６ＧａｏＨｕｉｄｅ，ＬｉＱｉ，ＤｏｎｇＹｕｎｈｕａ犲狋犪犾．．Ｓｔｕｄｙｏｎｂｉｎａｒｙｏｐｔｉｃａ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ｆｏｒＧａｕｓｓｉａｎｂｅａｍｓｈａｐｉｎｇｔｏｔｈｉｃｋａｎｎｕｌｕｓ［Ｊ］．犑．

犗狆狋狅犲犾犲犮狋狉狅狀犻犮狊·犔犪狊犲狉，１９９８，９（３）：１８４～１８６

　 高惠德，李　琦，董蕴华 等．高斯光束转换成厚环形光束的二元

光学元件的研究［Ｊ］．光电子·激光，１９９８，９（３）：１８４～１８６

１７ＬüＪｕｎｆｅｎｇ，ＺｈａｎｇＪｉｎｇｊｕａｎ，ＺｈａｎｇＹａｎ犲狋犪犾．．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ａｒｉｎｇ

ｂｅａｍｐｒｏｆｉｌｅ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ｒ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ＡＢＩＷＰｈｙｂｒｉｄ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Ｊ］．

犃犮狋犪犘犺狅狋狅狀犻犮犪犛犻狀犻犮犪，２００４，３３（１）：８５～８９

　 吕俊峰，张静娟，张　艳 等．用ＳＡＢＩＷＰ混合算法设计三维圆

环光束的ＢＯＥ［Ｊ］．光子学报，２００４，３３（１）：８５～８９

１８ＪｉｎＧｕｏｆａｎ，ＴａｎＱｉａｏｆｅｎｇ．Ｂｉｎａｒｙｏｐｔｉｃｓ［Ｊ］．犗狆狋狅．犜犲犮犺狀狅犾．

犐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２００１，１４（５）：１～１０

　 金国藩，谭峭峰．二元光学［Ｊ］．光电子技术与信息，２００１，１４

（５）：１～１０

１９Ｒ．Ｗ．Ｇｅｒｃｈｂｅｒｇ，Ｗ．Ｓａｘｔｏｎ．Ａ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ｆｏｒｔｈ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ｈａｓｅｆｒｏｍｉｍａｇｅａｎｄｄｉｆ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ｐｌａｎｅｐｉｃｔｕｒｅ

［Ｊ］．犗狆狋犻犽，１９７２，３５：２３７～２４６

２０Ｊ．Ｒ．Ｆｉｅｎｕｐ．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ｏｂｊｅｃｔｆｒｏｍｔｈｅｍｏｄｕｌｕｓｏｆ

ｉｔｓＦｏｕｒｉｅｒ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Ｊ］．犗狆狋．犔犲狋狋．，１９７８，３（１）：２７～２９

２１Ｊ．Ｒ．Ｆｉｅｎｕｐ．Ｐｈａｓｅ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ａ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Ｊ］．

犃狆狆犾．犗狆狋．，１９８２，２１（１５）：２７５８～２７６９

２２Ｓ．Ｋｉｒｋｐａｔｒｉｃｋ，Ｃ．Ｄ．Ｇｅｌａｔｔ，Ｍ．Ｐ．Ｖｅｃｃｈｉ犲狋犪犾．．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ｂｙ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ａｎｎｅａｌｉｎｇ［Ｊ］．犛犮犻犲狀犮犲，１９８３，２２０（４５９８）：６７１～６７９

２３ＭａｈａｌｂＵ，ＳｈａｍｉｒＪ，ＣａｕｌｆｉｅｌｄＨＪ．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ｆｏｒｏｐｔｉｃ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Ｊ］．犗狆狋．犔犲狋狋．，１９９１，１６（９）：６４８～６５０

２４ＹａｎｇＧｕｏｚｈｅｎ，ＷａｎｇＬｉ，ＤｏｎｇＢｉｚｈｅｎ犲狋犪犾．．Ｏｎｔｈｅ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

ｐｈａｓｅ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ｐｒｏｂｌｅｍｉｎａｎｏｐｔ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ｖｏｌｖｅｄｎｏｎｕｎｉｔａｒｙ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Ｊ］．犗狆狋犻犽，１９８７，７５（２）：６８～７４

２５ＬｉｕＢｏｈａｎ，ＷｕＬｉｙ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Ｆａｓｔｐｈａｓｅｓ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ｆｏｒ

ｄｉｆ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ｐｔｉｃａｌｄｅｖｉｃｅｓｏｐｔｉｍ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Ｊ］．犃犮狋犪犗狆狋犻犮犪犛犻狀犻犮犪，

２００７，２７（２）：２１９～２２４

　 刘伯晗，吴丽莹，张　健．一种用于衍射光学元件优化设计的快

速算法的研究［Ｊ］．光学学报，２００７，２７（２）：２１９～２２４

２６ＬｉｎＹｏｎｇ，ＨｕＪｉａｓｈｅｎｇ，ＷｕＫｅｎａ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ｆｏｒｔｈｅｄｅｓｉｇｎｏｆ

ｄｉｆｆｒａｃｔｉｖｅｏｐｔｉｃａｌ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ｆｏｒｌａｓｅｒｂｅａｍ ｓｈａｐｉｎｇ［Ｊ］．犃犮狋犪

犗狆狋犻犮犪犛犻狀犻犮犪，２００７，２７（９）：１６８２～１６８６

　 林　勇，胡家升，吴克难．一种用于光束整形的衍射光学元件设

计算法［Ｊ］．光学学报，２００７，２７（９）：１６８２～１６８６

６８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