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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罗兰光栅存在的主要像差是像散和弧矢彗差，影响其光通量和光谱分辨率。根据凹面全息光栅的几何像差

理论，分析了记录光源点在罗兰圆外所制作的全息罗兰光栅的宽波段像差特性。发现像散和弧矢彗差能够在两个

波长处被同时消除；并且在两波长之间的波段范围内，像散和弧矢彗差相对传统光栅均得到明显改善。基于此像

差特性提出一种设计宽波段高分辨罗兰光栅的方法，通过选择适当的使用结构和校正波长，能够在整个使用波段

有效地校正像散和弧矢彗差。利用这种优化方法设计了工作波段为１６０～６００ｎｍ的罗兰光栅。光线追迹结果显

示，所设计光栅的光谱分辨率和能量集中度在整个使用波段较传统光栅均有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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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光栅是光谱仪器的核心元件，随着光栅设计理

论的发展和制造水平的提高，依托于光谱仪器的光

谱分析技术在工业、农业、医药、环境、生物医学等领

域得到了广泛应用［１～５］。目前光栅光谱仪的发展方

向主要有宽波段、高分辨、微型化等几个方面。在高

分辨方面，罗兰圆结构无疑有着明显的优势。罗兰

圆是指以凹面光栅曲率半径为直径的圆，在罗兰圆

结构中光源点及其经凹面光栅所成的像点均位于罗

兰圆上，此时所有波长光谱像的离焦和子午彗差均

为零［６，７］，因此罗兰圆结构在光谱分析、光通信等领

域有着广泛的应用［８～１０］。

传统罗兰圆结构中使用的是平行等间距直刻线

凹面光栅，它存在很大的像散和弧矢彗差。为了进

一步提高分辨率，需要对其像差进行校正。最为常

用的像差校正方法是利用激光干涉方法制作全息凹

面光栅，通过调整光栅的记录结构和使用结构能够

对罗兰圆残余的像散和弧矢彗差等像差进行校正。

在对光栅记录结构进行优化设计时，两个相干点光

源可以放置在罗兰圆上［１１］，也可以放置在罗兰圆

外［１２～１４］。Ｂｒｏｗｎ等
［１１］研究了记录点光源放置于罗

兰圆上的情况，指出仅在满足条件１≤犿λ／λ０≤２的

情况下像散和弧矢彗差才能在某一校正波长λ处被

同时消除，其中λ０ 为记录光波长。文献［１３］给出了

一种设计像差校正罗兰光栅的数值优化方法，但只

能在一定波段内减小像差，不能消除像差。Ｃｈｕｒｉｎ

等［８］和Ｇｒａｎｇｅ
［１４］各自给出了相似的优化方法，能

够在较宽的使用波段内减小像散，但无法校正弧矢

彗差。

已有的报道仅给出在某单一波长处消除像散和

弧矢彗差的方法和在一个较宽波段内减小像散的方

法，而没有给出在宽波段条件下同时校正像散和弧

矢彗差的方法。鉴于此，本文根据凹面光栅几何像

差理论对罗兰圆结构的像差校正方法进行分析，发

现当记录点光源在罗兰圆外时，像散和弧矢彗差能

够在两个波长处被同时消除；并且，在这两个波长之

间，像散和弧矢彗差均明显减小。基于此像差特性，

提出一种宽波段高分辨全息罗兰光栅的优化设计方

法，通过选择适当的使用结构和校正波长，能够在整

个使用波段有效地校正像散和弧矢彗差。利用此方

法设计一个工作波段为１６０～６００ｎｍ的全息罗兰

光栅，运用光线追迹方法对其成像质量进行评价并

与传统光栅进行比较。

２　罗兰光栅的像差校正

图１为罗兰光栅制作光路与使用光路示意图，

以光栅表面中心点犗为原点建立直角坐标系，以点

犗处的光栅表面法线为狓轴，狓狔平面为子午面即色

散平面，沿光栅刻线方向为狕轴。图中的圆即是罗兰

圆，其直径即是凹面光栅的曲率半径，其长度为犚。

入缝中心点犃位于罗兰圆上，由犃点发出的波长为

λ的光线经光栅衍射后第犿 级衍射光聚焦于罗兰圆

上一点犅。记录光源点犆，犇均位于子午面狓狔内，犃，

犅，犆，犇４点的中心主光线犃犗，犅犗，犆犗，犇犗 与狓轴

夹角分别为α，β，γ，δ，其角度的正负根据以下规则确

定：在子午面狓狔内，当夹角位于狔轴正方向一侧时

符号为正，当夹角位于狔轴反方向一侧时符号为负。

令犃犗，犅犗，犆犗，犇犗的长度分别为犚犪，犚犫，犚犮，犚犱，则

犃，犅，犆，犇４点的极坐标分别表示为（犚犪，α），（犚犫，

β），（犚犮，γ），（犚犱，δ）。点犘（狓，狔，狕）为光栅表面上任

一点，根据文献［１５］可知，光线犃犘犅 的光程函数犉

表示为

犉（狔，狕）＝犉００＋犉１０＋
１

２
狔
２犉２０＋

１

２
狕２犉０２＋

１

２
狔
３犉３０＋

１

２
狔狕

２犉１２＋…， （１）

图１ 罗兰光栅制作光路与使用光路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ａＲｏｗｌａｎｄｃｉｒｃｌｅｍｏｕｎｔ

式中犉２０及其以后的各犉犻犼 为光栅的像差系数，其中

犉２０ 为离焦，犉０２ 为像散，犉３０ 为子午彗差，犉１２ 为弧矢

彗差。每一项像差系数都可以表示为

犉犻犼 ＝犕犻犼＋（犿λ／λ０）犎犻犼， （２）

式中犕犻犼 与光栅的使用结构参数即犃，犅的坐标有

关，犎犻犼 与全息光栅的制作结构参数即犆，犇 的坐标

有关，λ０ 为记录波长。

罗兰光栅在使用时物点犃 与像点犅 均位于罗

兰圆上，即

犚犪 ＝犚ｃｏｓα，　犚犫 ＝犚ｃｏｓβ， （３）

传统罗兰光栅为等间距直刻线，其像差系数中不包

含全息项犎犻犼，其在所有波长处的离焦和子午彗差

０４０９００３２



孔　鹏等：　宽波段全息罗兰光栅的优化

均为０，即犉２０＝犉３０＝０。传统罗兰光栅的残余像差

主要是像散和弧矢彗差，其像散 犕０２ 和弧矢彗差

犕１２ 分别为

犕０２ ＝
ｓｉｎ２α
犚ｃｏｓα

＋
ｓｉｎ２β
犚ｃｏｓβ

， （４）

犕１２ ＝
ｓｉｎ３α
犚２ｃｏｓ２α

＋
ｓｉｎ３β
犚２ｃｏｓ２β

． （５）

利用全息方法对像散和弧矢彗差进行校正时必须满

足条件犎２０＝犎３０＝０，以保证子午聚焦条件犉２０＝

犉３０＝０依然成立。对于记录光源不在罗兰圆上的情

况，满足条件犎２０＝犎３０＝０的记录臂长（犚犮，犚犱）与

记录角（γ，δ）的关系式为
［１４］

犚犮 ＝犚
ｓｉｎγｃｏｓ

２
δ－ｓｉｎδｃｏｓ

２
γ

ｓｉｎδ（ｃｏｓδ－ｃｏｓγ）
， （６）

犚犱 ＝犚
ｓｉｎγｃｏｓ

２
δ－ｓｉｎδｃｏｓ

２
γ

ｓｉｎγ（ｃｏｓδ－ｃｏｓγ）
， （７）

式中γ≠０，δ≠０，γ≠±δ。全息罗兰光栅使用结构

参数和制作结构参数的求解方程为

ｓｉｎα＋ｓｉｎβｃ＝犿λｃ／σ，

ｓｉｎδ－ｓｉｎγ＝λ０／σ，

犉１２（α，βｃ，γ，δ，λｃ）＝０，

犉０２（α，βｃ，γ，δ，λｃ）＝０，

（８）

式中σ为有效光栅常数，λｃ称为校正波长，即在λｃ处

光栅的弧矢彗差犉１２ 和像散犉０２ 被同时消除。

３　全息罗兰光栅的宽波段像差特性

方程组（８）在３种情况下有解，１）α＝βｃ；２）α≠

０，βｃ＝０；３）α＝０，βｃ≠０。下面分别就这３种情况分

析讨论全息罗兰光栅的宽波段像差特性。

３．１　α＝β犮

当α＝βｃ时校正波长λｃ处的像散和弧矢彗差分

别为０，即

犉０２（λｃ）＝２
ｓｉｎ２α
犚ｃｏｓα

＋
犿犎０２

λ（ ）
０
λｃ＝０， （９）

犉１２（λｃ）＝２
ｓｉｎ３α
犚２ｃｏｓ２α

＋
犿犎１２

λ（ ）
０
λｃ＝０．（１０）

对于波长λｃ和λ＝λｃ／２，光栅方程分别为

２ｓｉｎα＝
犿λｃ

σ
， （１１）

ｓｉｎα＋ｓｉｎβ（λ）＝
犿λｃ
２σ
． （１２）

对比（１１），（１２）式可知β（λ）＝０，则λ＝λｃ／２处的像

散和弧矢彗差分别为

犉０２（λ）＝
ｓｉｎ２α
犚ｃｏｓα

＋
犿犎０２

λ（ ）
０

λｃ
２
， （１３）

犉１２（λ）＝
ｓｉｎ３α
犚２ｃｏｓ２α

＋
犿犎１２

λ（ ）
０

λｃ
２
． （１４）

结合（９），（１０）式可知犉０２（λ）＝０，犉１２（λ）＝０。也就

是说，像散和弧矢彗差能够在两个波长，即λｃ 和

λ＝λｃ／２处被同时消除。

图２ 相同曲率半径、刻线密度、使用结构的传统光栅

（ＭＧ）和全息光栅（ＨＧ）的像差曲线。（ａ）α＝βｃ，（ｂ）

　　　　α≠０，βｃ＝０，（ｃ）α＝０，βｃ≠０

Ｆｉｇ．２ Ａｂｅｒｒａｔｉｏｎｓｖｅｒｓｕｓｗａｖｅｌｅｎｇｔｈｆｏｒ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ＭＧ）ａｎｄｈｏｌ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ＨＧ）ｇｒａｔｉｎｇｓｗｉｔｈｅｑｕａｌ

ｃｕｒｖａｔｕｒｅｒａｄｉｕｓ，ｇｒｏｏｖｅｄｅｎｓｉｔｙａｎｄｇｅｏｍｅｔｒｙ．

（ａ）α＝βｃ，（ｂ）α≠０，βｃ＝０，（ｃ）α＝０，βｃ≠０

图２（ａ）为像差校正全息光栅与传统光栅像差

曲线 的 比 较，其 中 全 息 光 栅 的 刻 线 密 度 为

１２００ｇｒｏｏｖｅ／ｍｍ，记录光波长λ０＝４１３．１ｎｍ，光谱

级次犿＝＋１，校正波长λｃ＝５００ｎｍ，入射角α＝βｃ＝

１７．４５８°，记录角分别为γ＝２５．９０３°，δ＝６８．８４０°；传

统光栅的罗兰圆直径、刻线密度、入射角与全息光栅

均相同。从图中可以看出，全息光栅的像散与弧矢

彗差不仅在λｃ与λ＝λｃ／２处为０，且在λｃ与λ＝λｃ／２

之间的波长范围内均远小于传统光栅。通过对不同

０４０９００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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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校正波长λｃ、刻线密度、光谱级次分别进行计算可

以证明，这一规律具有普遍性，可以用来设计宽波段

高分辨率罗兰光栅。

３．２　α≠０，β犮＝０

当α≠０，βｃ＝０时，校正波长λｃ处的像散和弧矢

彗差分别为０，即

犉０２（λｃ）＝
ｓｉｎ２α
犚ｃｏｓα

＋
犿犎０２

λ（ ）
０
λｃ＝０， （１５）

犉１２（λｃ）＝
ｓｉｎ３α
犚２ｃｏｓ２α

＋
犿犎１２

λ（ ）
０
λｃ＝０． （１６）

对校正波长λｃ，光栅方程为

ｓｉｎα＝
犿λｃ

σ
． （１７）

当β（λ）＝α时，光栅方程变为

２ｓｉｎα＝犿λ／σ． （１８）

对比（１７），（１８）式可知λ＝２λｃ，对波长λ＝２λｃ 的像

散和弧矢彗差分别为

犉０２（λ）＝２
ｓｉｎ２α
犚ｃｏｓα

＋２
犿犎０２

λ（ ）
０
λｃ， （１９）

犉１２（λ）＝２
ｓｉｎ３α
犚２ｃｏｓ２α

＋２
犿犎１２

λ（ ）
０
λｃ． （２０）

结合（１５），（１６）式可知犉０２（λ）＝０，犉１２（λ）＝０，即像

散和弧矢彗差在两个波长λｃ 和λ＝２λｃ 处被同时

消除。

图２（ｂ）为像差校正全息光栅与传统光栅像差

曲线 的 比 较，其 中 全 息 光 栅 的 刻 线 密 度 为

１２００ｇｒｏｏｖｅ／ｍｍ，λ０ ＝４１３．１ｎｍ，犿＝＋１，λｃ＝

２５０ｎｍ，α＝１７．４５８°，βｃ ＝０，γ＝２５．９０３°，δ＝

６８．８４０°。对比图２（ａ）与（ｂ）可以看出，两种情况α＝

βｃ与α≠０，βｃ＝０所得到的结构实际上是相同的，也

就是说，两种求解条件是等效的。

３．３　α＝０，β犮≠０

与前两种情况不同，当α＝０，βｃ≠０时，像散与

弧矢彗差在λ＝０和λｃ处被同时消除，其像差曲线

如图２（ｃ）所示。其中全息光栅的刻线密度为

１２００ｇｒｏｏｖｅ／ｍｍ，λ０＝４１３．１ｎｍ，犿＝＋１，λｃ＝

２５０ｎｍ，α＝０，βｃ ＝１７．４５８°，γ＝２５．９０３°，δ＝

６８．８４０°。在λ＝０与λｃ 之间的波长范围，全息光栅

的像差同样远小于传统光栅。

综上所述，利用两个不在罗兰圆上的点光源制

作消像差罗兰光栅能够在两个波长处同时消除像散

和弧矢彗差，且在这两个波长之间的范围内像散与

弧矢彗差均比传统光栅有明显改善。另外，优化求

解时所选择的使用结构不同，得到的像差零点的分

布就不同。

４　结果与讨论

第３节得到的规律能够用来设计宽波段高分辨

率罗兰光栅，这里给出一个使用波段为 １６０～

６００ｎｍ的罗兰光栅设计实例。将校正波长选为

４５０ｎｍ，在α＝βｃ的条件下由（８）式求得的光栅参数

列于表１中。利用几何光线追迹方法对光栅进行像

质评价，图３（ａ）～（ｃ）分别为入缝处轴上点光源发

出的波长为１６０，３８０，６００ｎｍ的光经光栅衍射后在

像面上形成的点列图，图中全息光栅与传统光栅具

有相同的刻线密度、曲率半径和使用结构。可以看

出，在整个使用波段内，全息光栅所成像的宽度和高

度均比传统光栅有明显减小，说明本文所提出的优

化设计方法是一种有效的宽波段高分辨罗兰光栅设

计方法。

图３ 传统光栅（·）与像差校正全息光栅（）的

点列图对比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ｐｏｔｄｉａｇｒａｍｓｆｏｒ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ｇｒａｔｉｎｇ（·）ａｎｄａｂｅｒ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ｄｕｃｅｄｈｏｌ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ｇｒａｔｉｎｇ（）ｗｉｔｈｅｑｕａｌｃｕｒｖａｔｕｒｅｒａｄｉｕｓ，ｇｒｏｏｖｅ

　　　　　ｄｅｎｓｉｔｙａｎｄｇｅｏｍｅｔ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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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１２００线罗兰光栅的使用与记录参数

Ｔａｂｌｅ１ Ｍｏｕｎｔ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ｃｏｒｄｉｎｇ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ｆｏｒａ

１２００ｇｒｏｏｖｅ／ｍｍ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ｇｒａｔｉｎｇ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Ｖａｌｕｅ

Ｂｌａｎｋｒａｄｉｕｓ犚／ｍｍ ７５０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ａｎｇｌｅα／（°） ＋１５．６６４

Ｏｒｄｅｒ犿 ＋１

Ｈｅｉｇｈｔ／ｍｍ ７５

Ｗｉｄｔｈ／ｍｍ ７５

犚犮／ｍｍ ＋１１１８．７３９

犚犱／ｍｍ ＋２４４４．５９８

γ／（°） ＋２４．７２６

δ／（°） ＋６６．０６４

λ０／ｎｍ ４１３．１

Ｗａｖｅｌｅｎｇｔｈｒａｎｇｅ／ｎｍ １６０～６００

５　结　　论

讨论了记录点光源在罗兰圆外时制得的像差校

正全息罗兰光栅的宽波段像差特性，分析结果发现，

像散与弧矢彗差能够在两个波长处被同时消除，并

且在这两个波长之间的范围内像散与弧矢彗差均远

远小于相同曲率半径、刻线密度及使用结构的传统

光栅。基于此规律，提出了一种新的设计宽波段高

分辨罗兰光栅的方法，通过选择适当的校正波长与

使用结构，能够在整个使用波段有效地校正像散和

弧矢彗差。利用此方法设计了一款用于１６０～

６００ｎｍ的罗兰光栅，光线追迹结果显示，在整个使

用波段内，设计出的光栅在子午方向与弧矢方向的

成像性能较传统光栅均有显著提高。

参 考 文 献
１ＬｉＪｉｅ，ＬｕＪｉｄｏｎｇ，ＬｉｎＺｈａｏｘｉａｎｇ犲狋犪犾．．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

ｓｐｅｃｔｒａｏｆｍｅｔａｌｌｉｃ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ｉｎｓｏｌｉｄｓａｍｐｌｅｓｂｙｌａｓｅｒｉｎｄｕｃｅｄ

ｂｒｅａｋｄｏｗｎ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Ｊ］．犆犺犻狀犲狊犲犑．犔犪狊犲狉狊，２００９，３６（１１）：

２８８２～２８８７

　 李　捷，陆继东，林兆祥 等．激光诱导击穿固体样品中金属元素

光谱的实验研究［Ｊ］．中国激光，２００９，３６（１１）：２８８２～２８８７

２ＷｕＨａｏ，ＺｈｕＴｕｏ，ＫｏｎｇＹａｎ犲狋犪犾．．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ｓｐｅｃｔｒａｏｆ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ｐｌａｎｔａｒｕｍ［Ｊ］．犃犮狋犪

犗狆狋犻犮犪犛犻狀犻犮犪，２０１０，３０（１）：２６２～２６６

　 武　浩，朱　拓，孔　艳 等．植物乳杆菌的吸收和荧光光谱研究

［Ｊ］．光学学报，２０１０，３０（１）：２６２～２６６

３ＺｈａｏＪｉｎｇ，Ｐａｎｇ Ｑｉｃｈａｎｇ， ＭａＪｉ犲狋犪犾．．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ｉｍａｇ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ｐｐｌｉｅｄｔｏｍｉｘｅｄｐｏｗｄｅｒｏｆｒｈｉｚｏｍａｃｏｐｔｉｄｉｓａｎｄｃｏｒｔｅｘ

ｐｈｅｌｌｏｄｅｎｄｒｉ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Ｊ］．犃犮狋犪犗狆狋犻犮犪犛犻狀犻犮犪，２０１０，３０（１１）：

３２５９～３２６３

　 赵　静，庞其昌，马　骥 等．中药黄连黄柏混合粉末的光谱成像

分析技术［Ｊ］．光学学报，２０１０，３０（１１）：３２５９～３２６３

４ＷａｎｇＳｈａｎｓｈａｎ，Ｚｈｏｕ Ｂｉｎ，Ｙｅ Ｑｉｎｇ犲狋犪犾．．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

ｖｅｈｉｃｌｅｂｏｒｎｅｐａｓｓｉｖ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ｏｐｔｉｃａｌ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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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９，２９（１０）：２６４５～２６４９

　 王珊珊，周　斌，叶　庆 等．车载被动差分吸收光谱在城市道路

空气污 染 监 测 中 的 应 用 ［Ｊ］．光 学 学 报，２００９，２９（１０）：

２６４５～２６４９

５ＷａｎｇＧｕｉｗｅｎ，ＰｅｎｇＬｉｘｉｎ，ＣｈｅｎＰｉｎｇ犲狋犪犾．．ＳｉｎｇｌｅｃｅｌｌＲａｍａｎ

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ｏｆｅｒｙｔｈｒｏｃｙｔｅｓｆｒｏｍｈｅｍｏｇｌｏｂｉｎｂａｒｔ′ｓｈｙｄｒｏｐｓ［Ｊ］．

犆犺犻狀犲狊犲犑．犔犪狊犲狉狊，２００９，３６（１０）：２６５１～２６５６

　 王桂文，彭立新，陈　萍 等．重型α地中海贫血红细胞的拉曼光

谱［Ｊ］．中国激光，２００９，３６（１０）：２６５１～２６５６

６Ｃ．Ｐａｌｍｅｒ．Ｓｅｃｏｎｄｏｒｄｅｒｉｍａｇｉｎｇ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ｃｉｒｃｕｌａｒｆｉｅｌｄ

ｓｐｅｃｔｒｏｇｒａｐｈｓ［Ｊ］．犃狆狆犾．犗狆狋．，１９９０，２９（１０）：１４５１～１４５４

７Ｓ．Ｓｉｎｇｈ． Ｒｏｗｌａｎｄ ｍｏｕｎｔｉｎｇ ｏｆ ａ ｈｏｌ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ｅｌｌｉｐｓｏｉｄａｌ

ｄｉｆ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ｇｒａｔｉｎｇ［Ｊ］．犗狆狋．犔犲狋狋．，１９９２，１７（５）：３１１～３１３

８Ｅ．Ｇ．Ｃｈｕｒｉｎ，Ｐ．Ｂａｙｖｅｌ，Ａ．Ｓｔａｖｄａｓ犲狋犪犾．．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

Ｒｏｗｌａｎｄｃｉｒｃｌｅｍｏｕｎｔｓｆｏｒｇｒａｔｉｎｇｄｅ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ｘｅｒｓａｎｄｎａｒｒｏｗ

ｂａｎｄｓｐｅｃｔｒｏｇｒａｐｈｓ［Ｊ］．犗狆狋．犔犲狋狋．，１９９６，２１（１４）：１０８４～１０８６

９Ｊ．Ｂｒｏｕｃｋａｅｒｔ，Ｗ．Ｂｏｇａｅｒｔｓ，Ｐ．Ｄｕｍｏｎ犲狋犪犾．．Ｐｌａｎａｒｃｏｎｃａｖｅ

ｇｒａｔｉｎｇｄｅ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ｘｅｒ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ｅｄｏｎａｎａｎｏｐｈｏｔｏｎｉｃｓｉｌｉｃｏｎｏｎ

ｉｎｓｕｌａｔｏｒ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Ｊ］．犑．犔犻犵犺狋狑犪狏犲犜犲犮犺狀狅犾．，２００７，２５（５）：

１２６９～１２７５

１０Ｔ．Ｈ．Ｋｉｍ，Ｈ．Ｊ．Ｋｏｎｇ，Ｔ．Ｈ．Ｋｉｍ犲狋犪犾．．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

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９００ ～ １７００ ｎｍ ｈ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ｅｒ［Ｊ］．犗狆狋．犆狅犿犿狌犿．，２０１０，２８３（２）：３５５～３６１

１１Ｂ．Ｊ．Ｂｒｏｗｎ，Ｉ．Ｊ．Ｗｉｌｓｏｎ．Ｈｏｌ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ｇｒａｔｉｎｇａｂｅｒ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ａＲｏｗｌａｎｄｃｉｒｃｌｅｍｏｕｎｔⅡ［Ｊ］．犗狆狋．犃犮狋犪，１９８１，

２８（１２）：１６０１～１６１０

１２ＹｕＶ．Ｂａｚｈａｎｏｖ．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ｏｐｔｉｍ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ｃｏｎｃａｖｅ

ｄｉｆ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ｇｒａｔｉｎｇｓｉｎｄｅｖｉｃｅｓｗｉｔｈａＲｏｗｌａｎｄｃｉｒｃｌｅ［Ｊ］．犗狆狋．

犛狆犲犮狋狉狅狊犮．（犝犛犛犚），１９８３，５５（６）：６３９～６４２

１３Ｒ．Ｇｒａｎｇｅ．Ａｂｅｒ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ｄｕｃｅｄｈｏｌ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ｇｒａｔｉｎｇｓｆｏｒ

Ｒｏｗｌａｎｄｃｉｒｃｌｅｓｐｅｃｔｒｏｇｒａｐｈｓ［Ｊ］．犃狆狆犾．犗狆狋．，１９９２，３１（１９）：

３７４４～３７４９

１４Ｒ．Ｇｒａｎｇｅ．Ｈｏｌ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ｇｒａｔｉｎｇｓ：ａｎｅｗｆａｍｉｌｙｏｆ

ｑｕａｓｉｓｔｉｇｍａｔｉｃｄｅｓｉｇ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Ｒｏｗｌａｎｄｃｉｒｃｌｅ ｍｏｕｎｔｉｎｇ ［Ｊ］．

犃狆狆犾．犗狆狋．，１９９３，３２（２５）：４８７５～４８８０

１５Ｈ．Ｎｏｄａ，Ｔ．Ｎａｍｉｏｋａ，Ｍ．Ｓｅｙａ．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ｔｈｅ

ｇｒａｔｉｎｇ［Ｊ］．犑．犗狆狋．犛狅犮．犃犿．，１９７４，６４（８）：１０３１～１０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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