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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谐振式微光学陀螺（犚犕犗犌）是利用光学犛犪犵狀犪犮效应和微电子机械系统（犕犈犕犛）加工工艺实现的一种新型角

速度惯性传感器。为了减小光学器件受温度、应力等外界环境变化的影响，提高陀螺性能，快速精确的频率跟踪与

锁定技术是非常必要的。提出了两种应用于犚犕犗犌的频率跟踪与锁定方法：单路光路（单路模式）和两相向传输光

路（双路共模模式）；分析比较了两种方案应用于犚犕犗犌中所得到的陀螺性能。单路模式由于受光路非互易性噪声

的影响较小，锁频精度高；双路共模模式频率跟踪速度快，动态响应性能好。对犚犕犗犌的测试表明，对应于单路模

式和双路共模模式，分别可以得到０．０７°／狊的频率锁定精度和０．０９犿狊·［（°）／狊］－１的频率跟踪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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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光学陀螺，尤其是干涉式光纤陀螺（ＩＦＯＧ）和激

光陀螺（ＬＧ），由于具有全固态结构、动态范围大、体

积小以及启动时间短等优势，已经被广泛应用于惯

性导航、制导与控制系统中［１～４］。作为继ＩＦＯＧ和

ＬＧ之后的新一代高精度角速度光学传感器，谐振

式微光学陀螺（ＲＭＯＧ）克服了ＩＦＯＧ和ＬＧ中存在

的很多固有技术问题［５］。与ＩＦＯＧ相比，谐振式工

作原理使光在敏感谐振腔中多圈传播，增强了

Ｓａｇｎａｃ效应，使用较短的敏感环就能得到环长长

０９０５０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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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多倍的ＩＦＯＧ的性能。大大缩短的敏感环极大

地降低了温度分布不均匀引起的噪声，降低了对谐

振腔构造的要求［６］。另外，ＲＭＯＧ中使用高相干激

光光源取代了ＩＦＯＧ中的宽谱光源，从而降低了强

度噪声并改善了系统稳定性［７］。与 ＬＧ 相比，

ＲＭＯＧ采用无源谐振腔结构，避免了有源腔中的闭

锁现象［８］。此外，硅基二氧化硅波导谐振腔和集成

光学相位调制器的应用为进一步的器件单片集成提

供了条件［９］。

ＲＭＯＧ通过检测在谐振敏感环中相向传播的

两束光之间的谐振频率差来测量转动角速度。多个

研究小组提出了不同的 ＲＭＯＧ方案，并对系统设

计、调制方案、信号检测以及噪声抑制等方面进行了

研究［１０］。其中 Ｍａ等
［１１～１３］对 ＲＭＯＧ中存在的主

要光学噪声进行分析与抑制，并提出数字线性相位

调制和检测技术。Ｊｉｎ等
［１４］提出了采用数字三角波

相位调制技术来消除传统双频率锯齿波调制引入的

脉冲噪声。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对在保证陀螺

精度中起很大作用的频率跟踪与锁定技术的详细研

究与讨论。

本文提出并比较了两种应用于ＲＭＯＧ系统的

频率跟踪与锁定技术：基于单路光路（单路模式）和

两相向传输光路（双路共模模式）的频率跟踪与锁定

方法。分别采用单路光的输出信号和两相向传输光

的共模信号作为光源出射光频率反馈控制信号，单

路模式和双路共模模式可分别得到高的频率锁定精

度和快的频率跟踪速度。

２　频率跟踪与锁定原理

图１ ＲＭＯＧ系统结构框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ｓｏｎａｔｏｒ

ｍｉｃｒｏｏｐｔｉｃｇｙｒｏ

图１给出了基于方波频率调制的ＲＭＯＧ的系

统框图，光纤激光器发出的窄线宽激光经集成光学

调制器（ＩＯＭ）上Ｙ分支（分光比５０∶５０）分成功率相

等的两束光并分别经过两臂上的相位调制器ＰＭ１

和ＰＭ２，由集成光学谐振腔（ＩＯＲ）芯片上的谐振腔

耦合器Ｃ３耦合进入谐振腔，两束光分别在谐振腔

中沿顺时针（ＣＷ）和逆时针（ＣＣＷ）方向传输，又通

过Ｃ３耦合出射后经Ｃ１和Ｃ２到达光电探测器ＰＤ１

和ＰＤ２。通过相位调制器ＰＭ１和ＰＭ２分别对所经

过的光进行反相的模拟三角波形式的相位调制，选

择波形参数使陀螺工作在最佳灵敏度状态［１５］。反

相的三角波调制产生等值反相的方波频率调制，同

一时刻对应正反方向传输的光频率不同，对背向散

射噪声有一定的抑制作用［１６］。ＲＭＯＧ 基于光学

Ｓａｇｎａｃ效应：当陀螺静止时，ＣＷ 和ＣＣＷ 方向光的

谐振频率相等；当陀螺转动时，两谐振频率向两个方

向发生等值偏移。通过检测谐振频率差

Δ犳＝
４犃
狀λ犔
Ω （１）

可以得到陀螺的转动角速度Ω，式中犃，犔分别为环

形腔所包围的面积和腔长，狀为谐振腔传输介质折

射率，λ为工作波长。

为了克服温度、应力等环境因素引起的陀螺漂

移，必须引入具有频率跟踪与锁定功能的频率控制

环路。所提出的单路模式和双路共模模式即为实现

频率跟踪与锁定的方法，区别在于将单路光路信号

（以ＣＣＷ光为例）还是两相向传输光路的共模信号

作为基准信号。对于单模模式（或双路共模模式），

通过检测探测器输出得到反映光源频率偏离ＣＣＷ

光路谐振频率（或双光路谐振频率共模量）的差值信

号，经过信号检测控制系统中的相关解调和数字信

号处理模块，得到输出信号作为反馈回路的误差信

号控制激光器输出光频率。当相关解调模块存在输

出值时，反馈控制将一直进行，直到激光器出射光频

率锁定在ＣＣＷ 光路的谐振频率（或双光路谐振频

率共模量）上，对应相关解调输出为零，而ＣＷ 光路

（或双光路差模量）的解调输出便给出了陀螺转动角

速度信号。

在单路模式下（选定ＣＣＷ 方向光作为参考回

路），为了将激光器输出光频率锁定在ＣＣＷ 方向光

的谐振频率，需要检测ＣＣＷ 光路的输出信号，并对

其进行解调、数据处理之后用于对激光频率的反馈

控制。在这种情况下，ＣＷ 方向的光只用于陀螺输

出，而与频率跟踪／锁定过程没有关系。也就是说，

频率跟踪精度只取决于 ＣＣＷ 方向的光信号。然

而，在双路共模模式下，两相向传输光的共模信号用

于激光频率的控制。相应地，控制精度与 ＣＷ 和

ＣＣＷ 方向光以及它们之间的耦合都有关系。由于

两路光之间非互易光学噪声的存在，使得双路共模

０９０５００３２



洪灵菲等：　谐振式微光学陀螺频率跟踪与锁定技术研究

情况下的频率锁定精度不能达到单路模式的水平。

图２给出了陀螺开始转动时两相向传输光路谐振曲

线的偏离情况。ＣＷ方向光的谐振频率随着陀螺转

动角速度的变化而变化，使得单模模式下工作的陀

螺在转动角速度变化时就要进行新的频率跟踪与锁

定过程，需要相对较长的状态转换与频率跟踪时间。

另外，由于两路光谐振曲线分别朝两个方向发生等

值偏移，它们的共模部分保持不变。即双路共模模

式下的参考频率是常值，因此一旦将光频率锁定在

两路光的共模信号处，陀螺转动状态的改变将不会

触发新的频率跟踪与锁定过程，显著提高了陀螺的

实时响应能力。

图２ 陀螺转动时ＣＷ和ＣＣＷ光路谐振曲线的反向

等值偏移

Ｆｉｇ．２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ｓｏｎａｎｔｃｕｒｖｅｓｆｏｒＣＷａｎｄ

ＣＣＷｌｉｇｈｔｐａｔｈｗｈｅｎｔｈｅｇｙｒｏｒｏｔａｔｅｓ

图３ 解调输出与频率偏移量的关系

Ｆｉｇ．３ Ｄｅｍｏｄｕｌａｔｅｄｓｉｇｎａｌｖｅｒｓｕｓｒｅｓｏｎａｎｔ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图３给出了解调输出信号与光频率和基准参考

频率的偏差Δ犳的关系曲线，在谐振点附近有一段

很好的近似线性区，即为ＲＭＯＧ的线性工作区间，

其斜率犽可作为谐振腔的转换传输系数

犽≈４（１－αｃ）ρ犆０Δ犳ｍ／（犆
２
０＋Δ犳

２
ｍ）
２， （２）

式中αｃ为谐振腔耦合器的损耗，ρ为谐振深度，犆０

为与输入光频率无关的常数，Δ犳ｍ为调制工作频率。

３　环路模型与分析

对于单路模式和双路共模模式下工 作的

ＲＭＯＧ，都可以用图１所示的结构框图表示，唯一

的区别在于信号检测控制系统部分的结构，图４和

图５分别给出了单路模式和双路共模模式下的闭环

控制回路结构模型。其中犓ｍ 为激光器的频率调制

系数，犞ｆ为反馈控制激光频率的电压信号，犓ＣＷ和

犓ＣＣＷ分别为ＣＷ 和ＣＣＷ 方向光的解调曲线在谐振

点附近近似线性工作区间的斜率，犓１ 和犓２ 分别为

两个支路的电路增益，Δ犳１ 和Δ犳２ 分别为ＣＷ 和

ＣＣＷ 方向光谐振频率的偏移量。系统的闭环传递

函数表示为

犎（狊）＝１ １＋犓
１

１＋τ狊
１＋

１

犜ｉ（ ）［ ］狊
， （３）

式中τ为滤波器时间常数，犓为环路增益，犜ｉ为积分

时间。

图４ ＲＭＯＧ中单路模式下的闭环频率跟踪锁定系统

Ｆｉｇ．４ Ｃｌｏｓｅｄｌｏｏｐ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ｌｏｃｋ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ｉｎ

ｓｉｎｇｌｅｍｏｄ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ＲＭＯＧ

图５ ＲＭＯＧ中双路共模模式下的闭环频率跟踪

锁定系统

Ｆｉｇ．５ Ｃｌｏｓｅｄｌｏｏｐ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ｌｏｃｋ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ｉｎ

ｃｏｍｍｏｎｍｏｄ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ＲＭＯＧ

当陀螺转动状态发生改变时，ＣＷ 和ＣＣＷ 方

向光对应的频率偏差Δ犳１ 和Δ犳２ 发生阶跃变化。根

据终值定理，环路阶跃响应的稳态误差为零。在锁频

模型中引入互易性系统噪声时，由于锁频误差大小

与环路增益犓 成负相关，在不考虑非互易光学噪声

影响的情况下，仅由Ｓａｇｎａｃ效应引起的两路光频率

偏差总是等值反向的，即Δ犳１ ＝－Δ犳２。环路增益

犓 ＝犓ｐ犓ｍ犓２犓ＣＣＷ（单 路 模 式 ），犓 ＝

犓ｐ犓ｍ 犓１犓ＣＷ－犓２犓ＣＣＷ （双路共模模式）。通常情

况下 犓ｐ犓ｍ 犓１犓ＣＷ－犓２犓ＣＣＷ ＜ 犓ｐ犓ｍ犓２犓ＣＣＷ，

０９０５００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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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单路模式将能实现较高的频率锁定精度。另一

方面，若考虑理想状态下，将两路光及其相应的电路

调整到一致，即犓１犓ＣＷ ＝犓２犓ＣＣＷ，则双路共模模式

中的环路增益可表示为与单路模式相同。那么，在双

路共模模式下，一旦陀螺处于锁定状态，由于输入信

号（Δ犳１＋Δ犳２＝０）始终保持不变，其响应始终保持

在最终稳定状态，换句话说，转动状态的改变不会影

响环路状态，无需响应时间。而对应于单路模式，环

路稳定状态将被破坏，需重新经过阶跃响应过程达

到稳定状态。虽然通过优化环路参数，可以得到稳定

无振荡、且过冲量和响应时间满足系统要求的环路

响应，但是稳定状态的重新建立仍然需要一定的响

应时间。同时，在实际系统中很难实现两支路光电参

数完全对称，从而使得输入状态的改变也导致共模

模式下环路的重新锁定。

４　实验结果与讨论

按图１所示结构搭建了ＲＭＯＧ实验系统，包括

一个长１２．８ｃｍ的硅基集成光学谐振腔、一个中心

波长和谱线宽度分别为１５５０ｎｍ和３０ｋＨｚ的分布反

馈式光纤激光器和一个 Ｙ分支集成光学调制器。

光源中分别对应于温度和压电陶瓷（ＰＺＴ）调节模块

的频率调制系数为１．６２５ＧＨｚ／Ｋ和１６．２５ＭＨｚ／Ｖ。

在ＲＭＯＧ中，陀螺的启动过程中采用温度模块对

光源出射光频率进行扫描，直至进入谐振状态，停止

温度控制并触发ＰＺＴ调节模块以达到更高的控制

精度。另外，实验中采用两个反相的模拟三角波线

性相位调制信号，分别加至集成光学调制器两分支

的相位调制器上，实现双频率偏置调制并通过将两

束光的频率朝相反方向移动而达到抑制背向散射噪

声的目的。

通过改变数字信号处理模块中的程序便可实现

单路模式和双路共模模式的转化，而无需改变

ＲＭＯＧ系统的硬件结构。图６（ａ）和（ｂ）给出了１ｈ

内陀螺处于静止状态时频率跟踪与锁定回路的输

出，积分时间选为１０ｓ时，对应于单路模式和双路共

模模式下频率锁定精度分别为０．０７°／ｓ和０．３１°／ｓ。

另外，图６中两种工作模式下输出零偏的差异来源

于系统中调制信号加载方式以及双路共模模式下输

出差模信号的方向选取的不同，可以通过优化系统

设计来消除该差异。

测试了转动状态改变时 ＲＭＯＧ的输出，将系

统重新稳定的总时间减去由于转台加速所消耗的时

　　　　　　

图６ 陀螺静止时，单模模式（ａ）和双路共模模式（ｂ）下

陀螺频率跟踪与锁定回路的输出

Ｆｉｇ．６ Ｏｕｔｐｕｔｓｏｆ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ｌｏｃｋｉｎｇｌｏｏｐｓｉｎ

（ａ）ｓｉｎｇｌｅｍｏｄｅａｎｄ（ｂ）ｃｏｍｍｏｎｍｏｄｅｗｈｅｎｔｈｅ

　　　　　　　ｇｙｒｏｉｓａｔｒｅｓｔ

图７ 单模／双路共模模式下的频率跟踪响应时间

Ｆｉｇ．７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ｌｏｃｋｉｎｇｔｉｍ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ｓｉｎｇｌｅｍｏｄｅａｎｄｃｏｍｍｏｎｍｏｄｅ

间，得到转动状态改变频率跟踪所需要的时间，如图

７所示。单模模式和双路共模模式的单位转动角速

度改变所需的响应时间分别为０．２７ｍｓ·［（°）／ｓ］－１

和０．０９ｍｓ·［（°）／ｓ］－１。可见，在实际测试中，双路

共模模式仍存在转动状态改变的响应时间，究其原

因，是由于双路结构的不完全对称性，即犓１犓ＣＷ≠

犓２犓ＣＣＷ。

从上述测试结果中，可以看出单路模式和双路

共模模式分别对应了较高的频率锁定精度和较快的

频率跟踪速度。可以认为，由于对频率控制的精确

性，单路模式适用于温度等环境因素变化较大的场

合，因为精确的频率控制能力能使激光频率锁定在

谐振频率点，从而排除外界因素的影响；而双路共模

０９０５００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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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则更适用于待测角速度变化较快的场合，以确

保对变化速度的快速跟踪。同时，也得到了ＲＭＯＧ

的动态响应，图８给出了转动角速度从－５００～

＋５００°／ｓ变化时的陀螺输出，得到了小于１％的动

态范围非线性度。

图８ 陀螺输出与转动角速度的关系曲线

Ｆｉｇ．８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ｇｙｒｏｏｕｔｐｕｔａｎｄ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

５　结　　论

为了减小光学器件受温度、应力等外界环境变

化的影响，提出了两种应用于 ＲＭＯＧ的频率跟踪

与锁定方案：分别基于单路光路输出信号（单路模

式）和两相向传输光路共模信号（双路共模模式）；分

析比较了两种方案应用于ＲＭＯＧ中所具有的各自

独特的优势：单路模式下光路非互易性噪声的影响

较小，锁频精度高；双路共模模式频率跟踪速度快，

动态响应性能好。对ＲＭＯＧ的测试表明，对应于

单路模式和双路共模模式，分别可以得到０．０７°／ｓ

的频率锁定精度和０．０９ｍｓ·［（°）／ｓ］－１的频率跟踪

速度。有效地解决了ＲＭＯＧ当前面临的快速频率

跟踪与精确频率锁定的问题，实验表明此技术方案

有效地提高了 ＲＭＯＧ的输出精度，具有重要应用

意义。但由于ＲＭＯＧ系统中存在偏振波动、克尔

效应等光学非互易性噪声，还需研究相应的抑制措

施以达到进一步提高陀螺精度的目的。并且环境变

化导致谐振频率改变时单路模式的频率跟踪速度和

两路光电器件参数的不一致也是下一步需要研究的

问题。

参 考 文 献

１Ｒ．Ｕｌｒｉｃｈ．Ｆｉｂｅｒｏｐｔｉｃ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ｓｅｎｓｉｎｇｗｉｔｈｌｏｗｄｒｉｆｔ［Ｊ］．犗狆狋．

犔犲狋狋．，１９８０，５（５）：１７３～１７５

２Ｏ．Ｃｅｌｉｋｅｌ，Ｓ．Ｅ．Ｓａｎ．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ｏｆａｌｌｄｉｇｉｔａｌｃｌｏｓｅｄｌｏｏｐ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ｒｉｃｆｉｂｅｒｏｐｔｉｃｇｙｒｏｓｃｏｐｅａｎｄｓｃａｌｅｆａｃｔｏｒ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ｆｏｒｏｐｅｎｌｏｏｐａｎｄａｌｌｄｉｇｉｔａｌｃｌｏｓｅｄｌｏｏｐ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ｓ［Ｊ］．犐犈犈犈

犛犲狀狊狅狉狊犑．，２００９，９（２）：１７６～１８６

３Ｃ．Ｈ．Ｒｏｗｅ，Ｕ．Ｋ．Ｓｃｈｒｅｉｂｅｒ，Ｓ．Ｊ．Ｃｏｏｐｅｒ犲狋犪犾．．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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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９９，３８（１２）：２５１６～２５２３

４ＳｈｉｑｉａｏＱｉｎ，ＺｏｎｇｓｈｅｎｇＨｕａｎｇ，ＸｉｎｇｓｈｕＷａｎｇ．Ｆｅａｔｕｒ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ｔｈｅｓｃａｌｅｆａｃｔｏｒ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ｎａ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ｒａｔｅｂｉａｓｅｄｒｉｎｇｌａｓｅｒ

ｇｙｒｏ［Ｊ］．犆犺犻狀．犗狆狋．犔犲狋狋．，２００７，５（３）：１３８～１４１

５Ｓ．Ｅｚｅｋｉｅｌ，Ｓ．Ｒ．Ｂａｌｓａｍｏ．Ｐａｓｓｉｖｅ ｒｉｎｇ ｒｅｓｏｎａｔｏｒｌａｓｅｒ

ｇｙｒｏｓｃｏｐｅ［Ｊ］．犃狆狆犾．犘犺狔狊．犔犲狋狋．，１９７７，３０（９）：４７８～４８０

６Ｄ．Ｍ．Ｓｈｕｐｅ．Ｆｉｂｅｒｒｅｓｏｎａｔｏｒ ｇｙｒｏｓｃｏｐｅ：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ｍａｌｎｏｎ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ｉｔｙ［Ｊ］．犃狆狆犾．犗狆狋．，１９８１，２０（２）：２８６～２８９

７ＪｉａｎＭｉ，ＣｈｕｎｘｉＺｈａｎｇ，ＺｈｅｎｇＬｉ犲狋犪犾．．Ｂｉａｓｐｈａｓｅａｎｄｌｉｇｈｔ

ｐｏｗ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ｒａｎｄｏｍ ｗａｌｋ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ｆｆｉｂｅｒｏｐｔｉｃ

ｇｙｒｏｓｃｏｐｅ［Ｊ］．犆犺犻狀．犗狆狋．犔犲狋狋．，２００６，４（７）：３７９～３８１

８Ｄ．Ａ．Ａｎｄｒｅｗｓ，Ｓ．Ｒｏｄｅｎ，Ｔ．Ａ．Ｋｉｎｇ．Ａ 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ｌｏｃｋｉｎ

ｇｒｏｗｔｈｉｎ ｒｉｎｇｌａｓｅｒ ｇｙｒｏｓｃｏｐｅｓ ［Ｊ］．犐犈犈犈 犑．犙狌犪狀狋狌犿

犈犾犲犮狋狉狅狀．，１９９５，３１（９）：１７０９～１７１５

９Ｈ．Ｙｕ，Ｃ．Ｚｈａｎｇ，Ｌ．Ｆｅｎｇ犲狋犪犾．．ＳｉＯ２ ｗａｖｅｇｕｉｄｅｒｅｓｏｎａｔｏｒ

ｕｓｅｄｉｎａｎ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ｏｐｔｉｃａｌｇｙｒｏｓｃｏｐｅ［Ｊ］．犆犺犻狀．犘犺狔狊．犔犲狋狋．，

２００９，２６（５）：０５４２１０

１０ＰｅｎｇＢｏ，ＹａｎｇＺｈｉｈｕａｉ，ＭａＨｕｉｌｉａｎ犲狋犪犾．．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ｃｉｒｃｕｉｔｆｏｒｒｅｓｏｎａｔｏｒｆｉｂｅｒｏｐｔｉｃｇｙｒｏ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ｐｈａｓｅ

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Ｊ］．犆犺犻狀犲狊犲犑．犔犪狊犲狉狊，２００９，

３６（６）：１４７９～１４８３

　 彭　博，杨志怀，马慧莲 等．基于调相谱技术的谐振式光纤陀螺

检测电路数字化研究［Ｊ］．中国激光，２００９，３６（６）：１４７９～１４８３

１１Ｈ．Ｍａ，Ｚ．Ｈｅ，Ｋ．Ｈｏｔａｔｅ．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ｂａｃｋｓｃａｔｔｅｒｉｎｇｉｎｄｕｃｅｄ

ｎｏｉｓｅ ｂｙ ｃａｒｒｉｅｒ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ｉｎ ｗａｖｅｇｕｉｄｅｔｙｐｅ ｏｐｔｉｃａｌｒｉｎｇ

ｒｅｓｏｎａｔｏｒｇｙｒｏ［Ｊ］．犑．犔犻犵犺狋狑犪狏犲犜犲犮犺狀狅犾．，２０１１，２９（１）：８５～

９０

１２Ｋ．Ｈｏｔａｔｅ，Ｍ．Ｈａｒｕｍｏｔｏ．Ｒｅｓｏｎａｔｏｒｆｉｂｅｒｏｐｔｉｃｇｙｒｏｕｓｉｎｇ

ｄｉｇｉｔａｌｓｅｒｒｏｄｙｎｅ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Ｊ］．犑．犔犻犵犺狋狑犪狏犲犜犲犮犺狀狅犾．，１９９７，

１５（３）：４６６～４７３

１３Ｋ．Ｈｏｔａｔｅ，Ｋ．Ｔａｋｉｇｕｃｈｉ，Ａ．Ｈｉｒｏｓｅ．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ｆｒｅｅｍｅｔｈｏｄ

ｔｏ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ｔｈｅｎｏｉｓｅｉｎｄｕｃｅｄｂｙｔｈｅｂａｃｋｓｃａｔｔｅｒｉｎｇｉｎａｎｏｐｔｉｃａｌ

ｐａｓｓｉｖｅｒｉｎｇｒｅｓｏｎａｔｏｒｇｙｒｏ［Ｊ］．犐犈犈犈犘犺狅狋狅狀．犜犲犮犺狀狅犾．犔犲狋狋．，

１９９０，２（１）：７５～７７

１４Ｚ．Ｊｉｎ，Ｚ．Ｙａｎｇ，Ｈ．Ｍａ犲狋犪犾．．Ｏｐｅｎｌｏｏｐ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ｉｎａ

ｒｅｓｏｎａｔｏｒｆｉｂｅｒｏｐｔｉｃｇｙｒｏ ｕｓｉｎｇ ｄｉｇｉｔａｌｔｒｉａｎｇｌｅ ｗａｖｅ ｐｈａｓｅ

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Ｊ］．犐犈犈犈犘犺狅狋狅狀．犜犲犮犺狀狅犾．犔犲狋狋．，２００７，１９（２０）：

１６８５～１６８７

１５ＦｅｎｇＸｉａｎｇ，ＭａＹｉｎｇｊｉａｎ，ＹｕＨｕａｉｙｏｎｇ犲狋犪犾．．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ｎ

ｔｈｅ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ｆｏｒｔｈｅｒｅｓｏｎａｔｏｒｏｐｔｉｃ

ｇｙｒｏｓｃｏｐｅ［Ｊ］．犆犺犻狀犲狊犲犑．犔犪狊犲狉狊，２０１０，３７（４）：１０６４～１０６７

　 冯　翔，马迎建，于怀勇 等．谐振式微光学陀螺最佳灵敏度调节

的研究［Ｊ］．中国激光，２０１０，３７（４）：１０６４～１０６７

１６ＹｕＨｕａｉｙｏｎｇ，ＺｈａｎｇＣｈｕｎｘｉ，ＦｅｎｇＬｉｓｈｕａｎｇ犲狋犪犾．．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

Ｒａｙｌｅｉｇｈ ｂａｃｋｓｃａｔｔｅｒｉｎｇ ｎｏｉｓｅ ｉｎ ｍｉｃｒｏｏｐ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

ｇｙｒｏｓｃｏｐｅ［Ｊ］．犃犮狋犪犗狆狋犻犮犪犛犻狀犻犮犪，２００９，２９（３）：７９９～８０４

　 于怀勇，张春熹，冯丽爽 等．硅基微光学谐振式陀螺瑞利背向散

射噪声分析［Ｊ］．光学学报，２００９，２９（３）：７９９～８０４

０９０５００３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