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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提高自适应光学系统中压电倾斜镜（ＴＴＭ）的控制精度，提出一种基于神经网络建模对ＴＴＭ的磁滞非

线性进行补偿的方法。实验得到ＴＴＭ磁滞响应数据后，选用反向传播（ＢＰ）神经网络对磁滞特性建模，并通过软

件编程模拟磁滞响应过程，进而实时计算控制量，实现对ＴＴＭ的前馈补偿控制。为了满足自适应光学系统中实时

控制的要求，根据ＢＰ网络内部运算机理得到ＢＰ网络运算的函数表达形式，以函数运算代替耗时的网络仿真运算。

仿真结果显示这种替代在保证运算精度的前提下，提高了运算速度。实验结果表明，通过补偿，ＴＴＭ 的磁滞非线

性减小约７０％，提高了ＴＴＭ的整体线性度和控制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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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自适应光学系统广泛地应用在地基望远镜、激

光大气通信、激光武器、人眼成像系统等方面，用来

实时测量和补偿系统像差，提高光学系统的成像分

辨率［１－６］。倾斜镜（ＴＴＭ）是自适应光学系统中的

重要元件，用来补偿大气湍流引起的倾斜像差。它

利用高分辨率的压电驱动器驱动一块平面反射镜，

在光学系统中使光束受控地产生快速精确的小角度

变化，具有位移分辨率高、响应速度快、功耗小等

优点。

压电陶瓷材料自身存在固有的磁滞特性［７］，实

际应用时，这种磁滞给压电倾斜镜的控制造成困难。

压电陶瓷的磁滞特性是指压电陶瓷材料在升压和降

压过程中两条位移曲线不重合，位移量不一致，存在

位移差。其主要特点是：压电驱动器下一时刻的输

出位移量不仅取决于当前时刻的输入电压和输出位

移量，而且与之前时刻的输入电压有关。研究表明，

在无控制开环情况下，由磁滞曲线的不对称性造成

的非线性跟踪误差达到１５％以上。因此磁滞非线

性的补偿对实现ＴＴＭ高精度控制至关重要。

压电陶瓷磁滞补偿方法已经有许多的研究，主

要的补偿方法分以下几种：基于模型的控制方法、电

荷驱动法、电荷反馈与闭环控制相结合的方法。基

于模型的控制方法，目前最常用的是基于Ｐｒｅｉｓａｃｈ

模型和改进的Ｐｒｅｉｓａｃｈ模型的方法。基于Ｐｒｅｉｓａｃｈ

模型的开环控制方法［８－１２］，首先通过实验测得磁滞

曲线上某些点的输出位移，然后通过插值的方法获

得其 他 点 的 输 出 位 移。Ｇｅ 等
［１２］利 用 改 进 的

Ｐｒｅｉｓａｃｈ磁滞模型估计压电陶瓷驱动器对正弦波或

三角波输入的响应，该模型再现了压电陶瓷驱动器

的磁滞环，在工作范围０～１５μｍ内的逼近精度在

３％以内。Ｐｒｅｉｓａｃｈ模型建模思想简单，但是建模过

程需要大量的实验数据，并且拟合过程计算量比较

大，从而使控制方法太过复杂，实现起来困难。研究

表明，所加电场较小时，压电陶瓷的输出位移量与压

电陶瓷两端的电荷量成正比。电荷驱动法正是基于

此原理，用电荷驱动代替电压驱动的方式。电荷驱

动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小磁滞非线性，然而压电陶

瓷内阻大，充电电流小，响应时间长，动态性能差，适

合在静态和低频情况应用。同时电荷控制还要求特

殊设计的电荷放大器，这增加了系统的硬件负担，同

时降低了压电陶瓷的灵敏度。自适应光学系统中低

频的ＴＴＭ不足以校正波前畸变倾斜像差，这些局

限使得电荷驱动方式并不适用于自适应光学系统中

ＴＴＭ磁滞的补偿控制。

近些年，科研工作者利用各种建模工具和理论

方法，在磁滞建模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其中主要有

多项式函数拟合方法和基于神经网络的建模方法。

２００７年合肥工业大学范伟等
［１３］应用 Ｍａｔｌａｂ拟合出

压电陶瓷驱动器在往返行程中电压与位移值的多项

式拟合曲线，当采用三阶多项式时，拟合误差在往返

行程中最大仅为原始磁滞误差的５．２％。另外有报

道根据 Ｗｅｉｅｒｓｔｒａｓｓ第一逼近定理以多项式函数逼

近Ｄｕｈｅｍ模型中的分段连续函数犳和犵，并最终得

到了电压与位移的关系式［１４］。多项式拟合方法虽

然建模精度高，但是求逆模型运算复杂。神经网络

能够逼近任意的非线性曲线，并且自适应学习能力、

容错能力强，这些特点使得神经网络在非线性系统

建模中得到广泛应用。反向传播（ＢＰ）网络是一种

单向传播的多层前向网络，它可以实现从输入到输

出的非线性映射。然而由于压电陶瓷磁滞特性是有

记忆的，驱动电压和变形量之间是多映射的非线性

关系，不能直接用神经网络建模，因此需要把多值映

射转换为输入输出一对一的单值映射关系，才能采

用神经网络逼近非线性磁滞曲线。党选举等［１５］提

出在二维输入输出空间增加时间轴，构成三维空间，

使压电陶瓷输入输出特性变成单值对应关系，采用

多输入单输出的ＲＢＦ神经网络实现对磁滞的描述。

２００７年山东大学魏强等
［１６］建立微位移工作台当前

输入电压、当前输出位移量以及前一时刻输出位移

量相对于下一时刻的输出位移量之间对应的关系，

并利用ＢＰ网络辨识方法，实现微位移工作台的建

模，在８０μｍ行程范围内，工作台的定位误差最大

为１００ｎｍ。

本文根据压电陶瓷磁滞特性，找到输入输出间

单值映射关系，之后采用ＢＰ网络模拟ＴＴＭ响应的

磁滞曲线，并得到磁滞曲线的函数运算形式，结合磁

滞响应过程通过编程实时计算倾斜镜的控制量，实

现对ＴＴＭ的控制。用于补偿的磁滞逆模型由神经

网络训练得到，模型的建立基于数据，精度高，而且

神经网络建模方法简单，不需要复杂的运算，容易实

现。在得到网络参数后，根据网络结构和参数构造

网络矩阵函数运算形式，矩阵函数运算在计算机上

运算效率高，有效地提高了运算速度。而且软件编

程实现前馈控制，方法简单，执行效率高，能够满足

自适应光学实时校正需求。本文还建立了基于ＢＰ

网络建模和控制计算机实时计算的 ＴＴＭ 控制系

统，通过实验验证了补偿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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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基于神经网络的磁滞补偿方法

压电陶瓷的磁滞特性是进行神经网络建模和软

件编程控制的关键。ＴＴＭ 磁滞响应过程具有三个

基本特性［５，９］。１）记忆特性：当输入信号在两个极

值之间变化时，输出曲线形成一个封闭的回线；２）擦

除特性：当输入局部极大值大于历史某些极大值或

者输入极小值小于历史某些极小值时，新的局部极

值将会替代这些历史极值，相应的历史过程会被擦

除，不再影响该时刻以后的输出；３）同余特性：当输

入信号在不同时间段内具有相同极值时，在输入输

出平面上形成的封闭回线形状基本一致。典型的磁

滞响应曲线如图１所示，图中犝１、犝２分别为施加的

图１ 典型磁滞响应曲线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ｙｐｉｃ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ｏｆｈｙｓｔｅｒｅｓｉｓ

局部极小值和极大值电压。

２．１　基于神经网络的磁滞曲线模型

神经网络实现磁滞建模的难点在于驱动电压和

变形量之间是多映射的非线性关系。因此需要找到

输入输出之间单值映射的关系，才能用神经网络进

行建模。压电陶瓷变形量与驱动电压之间不是一一

对应的，但是由磁滞曲线的同余特性可知，当驱动电

压在相同的极值对之间变化时，压电陶瓷变形量唯

一，对应的ＴＴＭ 输出偏移量的差值唯一，当ＴＴＭ

输出偏移量在相同极值对之间变化时，所对应的驱动

电压差值唯一。神经网络可以模拟这种输入输出对

应关系［１７－１８］。神经网络模拟的关键是用于训练网络

的输入输出数据的确定、网络结构和参数的选择。

控制系统中已知ＴＴＭ 的期望输出偏移量，需

要计算应该施加的驱动电压信号。因此选用偏移量

极值对作为网络输入，对应的驱动电压差值作为网

络输出。选取如图２所示的两层ＢＰ网络，隐含层

１０个神经元，神经元传递函数为双曲正切函数，输

出层神经元传递函数为线性函数。其中（α，β）是输

入的极值对，犘（α，β）为对应的输出量，犠Ｉ、犠Ｌ 分别

表示第一层、第二层神经网络的权重向量，犫１、犫２ 分

别表示第一层、第二层的阈值向量。

　

图２ 两层神经网络模型

Ｆｉｇ．２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ｗｏｌａｙｅｒ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

　　自适应光学系统实时校正光波畸变过程中，ＢＰ

网络仿真计算时间较长，无法满足实时在线计算要

求。计算机处理函数运算过程速度很快，为了提高

运算速度，用函数计算代替ＢＰ网络仿真运算过程。

根据ＢＰ网络内部神经元的运算机理，网络输

出犘（α，β）与输入（α，β）之间的关系由以下矩阵运算

方程决定：

犘（α，β）＝犠Ｌｔａｎｈ（犠Ｉ［α，β］＋犫１）＋犫２．（１）

由此得到ＴＴＭ 输出偏移量极值对（α，β）与控制电

压差值犘（α，β）之间的函数关系。

２．２　数据的实时存储更新与控制电压计算

基于ＴＴＭ 磁滞响应过程的特性，ＴＴＭ 控制

量的实时计算过程［１７，１９］如下：首先确定输入的局部

极值并存储极值对信息即图中标识的（α犻，β犼），然后

由ＢＰ网络函数运算表达式（１）式计算极值对（α犻，

β犼）所对应的电压差Δ犞犻犼，下一时刻的控制电压犞由

初始时刻电压犞０ 连续加减这些电压差值得到。依

据ＴＴＭ磁滞响应的擦除特性，存储和更新输入局

部极值对信息。如果输入局部极值大于存储的某些

历史极大值或者小于存储的某些历史极小值，这些

历史极大极小值对将被新的局部极值对替代，存储

的极值对数据得到更新。如果控制过程不断加长，

存储数据量会不断增多，因此需要实时清除一些较

早出现的、对未来时刻影响小的数据。实际应用中，

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存储量。

图３给出计算过程的示意图，图中横轴为期望

的ＴＴＭ 输出偏移量，纵轴为施加在 ＴＴＭ 上的控

制电压。

１１１３００１３



中　　　国　　　激　　　光

图３ ＴＴＭ控制量计算过程

Ｆｉｇ．３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ＴＭ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

起始时刻状态为 Ｄ１，对应的 ＴＴＭ 偏移量为

α１，控制电压值为犞０。当前时刻处于状态Ｄ４，对应

ＴＴＭ偏移量为β２。由状态Ｄ１到Ｄ４过程中，ＴＴＭ

偏移量经历了由α１→β１→α２→β２ 的变化。假定要求

下一时刻ＴＴＭ偏移量为α３，即到达状态Ｄ５，需要

求得下一时刻应该施加在 ＴＴＭ 上的控制电压值

犞。从状态Ｄ１到Ｄ２，输入局部极小值为α１，局部极

大值为β１，存储极值对（α１，β１），计算此过程所需施

加的电压差值Δ犞１２ ＝犘（α１，β１）。从状态Ｄ２到Ｄ３，

产生一个新的局部极小值α２，存储极值对（α２，β１），

计算电压差值Δ犞２３ ＝犘（α２，β１）。从状态Ｄ３到Ｄ４，

产生一个新的局部极大值β２，由于新的局部极大值

β２大于存储的局部极大值β１，因此用β２代替β１作为

新的局部极大值，相应的局部极小值α２ 也被擦除，

即擦除局部极值对（α２，β１）。此时极值信息更新为

（α１，β２），计算电压差值Δ犞１４＝犘（α１，β２）。从状态Ｄ４

到状态Ｄ５，同样产生新的局部极小值α３，存储极值

对（α３，β２），计算电压差Δ犞４５ ＝犘（α３，β２）；由此得到

下一时刻应该施加的控制电压犞 ＝犞０＋Δ犞１４－

Δ犞４５。控制电压实时计算表达式为

犞 ＝犞０＋犘（α１，β２）＋犘（α３，β２）． （２）

依据以上过程，能够推广得到任意所求时刻 ＴＴＭ

的控制电压。

３　实验结果与讨论

以ＰＩ公司的Ｓ３３０．２ＳＬ型ＴＴＭ为控制对象，工

业控制计算机为主控单元，ＡｎｄｏｒＤＶ８６０１２８ｐｉｘｅｌ×

１２８ｐｉｘｅｌ的面阵ＣＣＤ相机为倾斜镜输出偏移量测量

单元，建立ＴＴＭ控制系统，Ｓ３３０．２ＳＬ型ＴＴＭ的响

应时间大约在１ｍｓ，ＣＣＤ帧转移模式下采样频率和

ＴＴＭ施加电压频率都设置为３００Ｈｚ，控制系统中控

制计算机的数据处理时间大约在１０μｓ以内，数据传

输时间在５０μｓ左右，因此相较于ＣＣＤ采样时间，数

据处理和通讯时间可以忽略。以上参数能够满足自

适应光学系统中对校正大气湍流倾斜的要求。实验

光路实物如图４（ａ）所示，图中Ｌ１为光纤束的准直透

镜，Ｌ２为ＣＣＤ的成像透镜，用于将光纤处的像成像

到ＣＣＤ上。对实验室Ｓ３３０．２ＳＬ型ＴＴＭ的磁滞响

应曲线进行测量，如图４（ｂ）所示，ＴＴＭ上施加的电

压先从０增加到１０Ｖ，然后再降到０，ＴＴＭ响应最大

的非线性滞回大约为１７％。

图４ （ａ）ＴＴＭ磁滞测量系统与（ｂ）磁滞回线

Ｆｉｇ．４ （ａ）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ｔｈｅｈｙｓｔｅｒｅｓｉｓｏｆＴＴＭａｎｄ（ｂ）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ｈｙｓｔｅｒｅｓｉｓｃｕｒｖｅｓ

　　用于训练ＢＰ网络的数据由以下过程测得：在

ＴＴＭ上施加如图５（ａ）所示的振幅逐渐减小的类似

正弦信号，输入信号要求频率较低，以保证测得的

ＴＴＭ磁滞响应数据不受系统其他元件特性的影

响，如ＣＣＤ采样的影响。测得的ＴＴＭ磁滞响应曲

线如图５（ｂ）所示。

实验中发现如果由上述 ＴＴＭ 输出偏移量犇

和施加的电压数据经归一化处理分别作为输入输出

来训练ＢＰ网络，训练得到的ＢＰ网络仿真输出曲线

会出现很多毛刺，ＢＰ网络模型精度较低。这可能是

由于实验条件限制，实验测得数据点不精确造成的。

通过分析采用以下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首先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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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电压极值对作为输入，ＴＴＭ 输出量差值作为

输出的ＢＰ网络，称为正向ＢＰ网络。然后用电压极

值对作为正向ＢＰ网络的输入，网络仿真得到ＴＴＭ

输出量。最后用正向ＢＰ网络仿真得到的ＴＴＭ 输

出量极值对作为输入，相应的电压差值作为输出训

练ＢＰ网络，得到网络参数并由（１）式得到犘函数。

图５ ＴＴＭ在不同电压极值区间的磁滞响应特性。（ａ）ＴＴＭ上施加的幅值逐渐减小的电压；（ｂ）ＴＴＭ响应曲线

Ｆｉｇ．５ Ｈｙｓｔｅｒｅｓｉｓ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ＴＭ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ｔｏ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ｅｘｔｒｅｍｕｍ．（ａ）Ｖｏｌｔａｇｅｗｉｔｈ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

ａｐｐｌｉｅｄｔｏｔｈｅＴＴＭ；（ｂ）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ＴＴＭ

　　假定ＴＴＭ期望输出偏移量犇Ｄ 为幅值不断增

加的三角波，如图６实线所示。利用上述补偿方法

计算得到ＴＴＭ 控制信号后，将此控制信号施加于

ＴＴＭ，测得ＴＴＭ 实际输出偏移量犇Ａ 如图６虚线

所示。

另外测得忽略磁滞（Ｈｙｓｔｅｒｅｓｉｓ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ｏｆｆ，

ＨＣＯＦＦ），将ＴＴＭ响应作为线性处理条件下ＴＴＭ

实际输出偏移量，对比忽略磁滞特性和磁滞补偿

（Ｈｙｓｔｅｒｅｓｉｓ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ｏｎ，ＨＣＯＮ）两种情况下

ＴＴＭ的控制精度。图７（ａ）给出两种情况下ＴＴＭ实

际输出偏移量与期望输出偏移量的误差，图７（ｂ）给

出了两种情况下ＴＴＭ最大非线性滞回量。

图６ ＴＴＭ偏移量

Ｆｉｇ．６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ＴＴＭ

图７ 忽略和补偿磁滞两种情况下ＴＴＭ输出（ａ）偏移量误差和（ｂ）非线性滞回曲线

Ｆｉｇ．７ （ａ）Ｏｕｔｐｕｔ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ｓ′ｅｒｒｏｒａｎｄ（ｂ）ｈｙｓｔｅｒｅｓｉｓ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ｃｕｒｖｅｓｗｉｔｈａｎｄｗｉｔｈｏｕｔ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忽略磁滞和补偿磁滞两种情况下，ＴＴＭ期望输

出偏移量和实际输出偏移量偏差的均方根值分别为

０．０６８９ｍｒａｄ和０．０１５８ｍｒａｄ。通过磁滞补偿，ＴＴＭ

响应的最大非线性滞回量由１７．７％降低到５．３％，减

小约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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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　　论

ＴＴＭ磁滞效应的补偿是提高ＴＴＭ 控制精度

的关键，本文采用基于ＢＰ网络的补偿方法对ＴＴＭ

的磁滞效应进行前馈补偿。根据磁滞的同余特性将

输入输出之间多值映射关系转化成单值对应关系

后，采用神经网络建立磁滞模型，并且得到网络模型

的函数运算形式。神经网络建模方法相较于传统的

Ｐｒｅｉｓａｃｈ模型，建模方法简单且容易实现，网络模型

的函数运算形式易于在计算机上实现高速运算，有

利于满足实时控制要求。相较于电荷驱动法，本文

提出的补偿方法能够适用于３００Ｈｚ的高频情况，满

足自适应光学系统的校正速度要求。在不增加系统

硬件负担和保证系统校正速度的前提下，经磁滞补

偿，ＴＴＭ期望输出量与实际输出量偏差明显减小，

控制精度提高约７０％。ＴＴＭ响应的最大非线性滞

回量由原来的１７．７％降为５．３％，整体线性度提高，

磁滞得到较好补偿。

参 考 文 献
１ＪＷ Ｈａｒｄｙ．Ａｃｔｉｖｅｏｐｔｉｃｓ：ａｎｅｗ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ｆｏｒ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

ｌｉｇｈｔ［Ｃ］．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ＩＥＥＥ，１９７８，６６（６）：６５１－６９７．

２ＺｈａｎｇＤｅｌｉａｎｇ，ＪｉａｎｇＷｅｎｈａｎ，ＷｕＸｕｂｉｎ，犲狋犪犾．．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ａｎ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ｏｐｔｉｃｓ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ｉｎｄｕｃｅｄ

ｗａｖｅｆｒｏｎｔｐｅｒｔｕｒｂａｔｉｏｎ［Ｊ］．ＡｃｔａＯｐｔ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１９９８，１８（１０）：

１３６６－１３７１．

　 张德良，姜文汉，吴旭斌，等．自适应光学对大气扰动波前的补

偿效果研究［Ｊ］．光学学报，１９９８，１８（１０）：１３６６－１３７１．

３ＪｉａｎｇＷｅｎｈａｎ，ＺｈａｎｇＹｕｄｏｎｇ，ＲａｏＣｈａｎｇｈｕｉ，犲狋犪犾．．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ｎ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ｏｐｔｉｃｓｏｆ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Ｏｐｔｉｃｓ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ａｎ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Ｊ］．ＡｃｔａＯｐｔ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１，３１（９）：

０９００１０６．

　 姜文汉，张雨东，饶长辉，等．中国科学院光电技术研究所的自

适应光学研究进展［Ｊ］．光学学报，２０１１，３１（９）：０９００１０６．

４ＱｉＹｕｅ，ＫｏｎｇＮｉｎｇｎｉｎｇ，ＬｉＤａｙｕ，犲狋犪犾．．Ｈｉｇｈ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ｐｅｎ

ｌｏｏｐ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ｏｐｔｉｃｓ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ｒｅｔｉｎａｌｉｍａｇｉｎｇｂａｓｅｄｏｎｌｉｑｕｉｄ

ｃｒｙｓｔａｌｓｐａｔｉａｌｌｉｇｈｔｍｏｄｕｌａｔｏｒ［Ｊ］．ＡｃｔａＯｐｔ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２，３２

（１０）：１０１１００３．

　 齐　岳，孔宁宁，李大禹，等．高分辨率开环液晶自适应光学视

网膜成像系统［Ｊ］．光学学报，２０１２，３２（１０）：１０１１００３．

５ＣｈｅｎｇＳｈａｏｙｕａｎ，ＨｕＬｉｆａ，ＣａｏＺｈａｏｌｉａｎｇ，犲狋犪犾．．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

ｌｉｑｕｉｄｃｒｙｓｔａｌ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ｏｐｔｉｃｓｓｙｓｔｅｍｏｎｈｕｍａｎｅｙｅｆｕｎｄｕｓｉｍａｇｉｎｇ

ｗｉｔｈｈｉｇｈｓｐａｔｉａｌ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Ｌａｓｅｒｓ，２００９，３６

（１０）：２５２４－２５２７．

　 程少园，胡立发，曹召良，等．液晶自适应光学在人眼眼底高分

辨率成像中的应用［Ｊ］．中国激光，２００９，３６（１０）：２５２４－２５２７．

６ＫｏｎｇＮｉｎｇｎｉｎｇ，ＬｉＤａｙｕ，ＸｉａＭｉｎｇｌｉａｎｇ，犲狋犪犾．．Ｌｉｑｕｉｄｃｒｙｓｔａｌ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ｏｐｔｉｃｓ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ｒｅｔｉｎａｌｉｍａｇｉｎｇｏｐｅｒａｔｅｄｏｎｏｐｅｎｌｏｏｐ

ａｎｄｄｏｕｂｌｅｐｕｌｓｅｍｏｄｅ［Ｊ］．ＡｃｔａＯｐｔ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２，３２（１）：

０１１１００２．

　 孔宁宁，李大禹，夏明亮，等．开环双脉冲液晶自适应光学视网

膜成像系统［Ｊ］．光学学报，２０１２，３２（１０）：０１１１００２．

７ＺｈａｎｇＴａｏ，ＳｕＬｉｎｉｎｇ，ＣａｉＨｅｇａｏ．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ｐｉｅｚｏ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ｅｌｅｍｅｎｔ［Ｊ］．Ｏｐｔｉｃｓａｎｄ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１９９８，６（５）：２６－３２．

　 张　涛，孙立宁，蔡鹤皋．压电陶瓷基本特性研究［Ｊ］．光学 精

密工程，１９９８，６（５）：２６－３２．

８ＭＥｌｅｕｅｒｉ，ＯＫｌｅｉｎ，ＰＫｒｅｊ̌ｃí．ＯｕｔｗａｒｄｐｏｉｎｔｉｎｇｉｎｖｅｒｓｅＰｒｅｉｓａｃｈ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ｓ［Ｊ］．ＰｈｙｓｉｃａＢ：ＣｏｎｄｅｎｓｅｄＭａｔｔｅｒ，２００８，４０３（２３）：

２５４－２５６．

９Ｔａｎ Ｚｈｉｂｏ．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ｙｓｔｅｒｅｓｉｓ ｉｎ

Ｐｉｅｚｏｃｅｒａｍｉｃ Ａｃｔｕａｔｏｒｓ ［Ｄ］． Ｈａｒｂｉｎ： Ｈａｒｂｉ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８．７－５５．

　 谭志波．压电陶瓷驱动器迟滞补偿方法研究［Ｄ］．哈尔滨：哈尔

滨工业大学，２００８．７－５５．

１０ＩＤＭａｙｅｒｇｏｙｚ．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ｍｏｄｅｌｏｆｈｙｓｔｅｒｅｓｉｓ［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ｓ，１９８６，２２（５）：６０３－６０８．

１１ＩＤ Ｍａｙｅｒｇｏｙｚ．Ｍａｔｈｍａｔ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ｓｏｆＨｙｓｔｅｒｅｓｉ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Ｍ］．ＮｅｗＹｏｒｋ：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３．

１５８５－１６６０．

１２Ｐｉｎｇ Ｇｅ， Ｍｕｓａ Ｊｏｕａｎｅｈ．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Ｐｒｅｉｓａｃｈ ｍｏｄｅｌｆｏｒ

ｈｙｓｔｅｒｅｓｉｓ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ｉｔｙｏｆｐｉｅｚｏｃｅｒａｍｉｃａｃｔｕａｔｏｒｓ［Ｊ］．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１９９７，２０（２）：９９－１１１．

１３ＦａｎＷｅｉ，ＹｕＸｉａｏｆｅｎ，ＸｉＬｉ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ｄｒｉｖ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ｍｅａｎｓｏｆＰＺＴ［Ｊ］．Ｏｐｔｉｃｓａｎｄ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０７，１５（３）：３６８－３７１．

　 范　伟，余晓芬，奚　琳．压电驱动系统及控制方法研究［Ｊ］．光

学 精密工程，２００７，１５（３）：３６８－３７１．

１４ＣｈｅｎＨｕｉ，ＴａｎＹｏｎｇｈｏｎｇ，ＺｈｏｕＸｉｎｇｐｅｎｇ，犲狋犪犾．．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ｄｙｎａｍｉｃ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ｆｏｒｐｉｚｅｏｃｅｒａｍｉｃａｃｔｕａｔｏｒ［Ｊ］．

Ｏｐｔｉｃｓａｎｄ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２，２０（１）：８８－９５．

　 陈　辉，谭永红，周杏鹏，等．压电陶瓷执行器的动态模型辨识

与控制［Ｊ］．光学 精密工程，２０１２，２０（１）：８８－９５．

１５ＤａｎｇＸｕａｎｊｕ，ＴａｎＹｏｎｇｈｏｎｇ．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ＲＢＦ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

ｈｙｓｔｅｒｅｓｉｓ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ｆｏｒｐｉｚｅｏｃｅｒａｍｉｃａｃｔｕａｔｏｒ ［Ｊ］．ＪＳｙｓｔｅｍ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５，１７（１）：１４４－１４７．

　 党选举，谭永红．压电陶瓷回环特性的ＲＢＦ神经网络建模研究

［Ｊ］．系统仿真学报，２００５，１７（１）：１４４－１４７．

１６Ｗｅｉ Ｑｉａ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Ｙｕｌｉｎ．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ｍｉｃｒｏ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ｓｔａｇｅｄｒｉｖｅｎｂｙｐｉｚｅｏ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ｃｅｒａｍｉｃ［Ｊ］．Ｏｐｔｉｃｓａｎｄ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７，１５（１０）：１５９６－１６０１．

　 魏　强，张玉林．压电陶瓷微位移工作台的建模方法［Ｊ］．光学

精密工程，２００７，１５（１０）：１５９６－１６０１．

１７ＨｏｎｇＳｏｎｇ．ＭｏｄｅｌＢａｓ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ｎ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ＯｐｔｉｃｓＳｙｓｔｅｍ

［Ｄ］．Ｄｅｌｆｔ：Ｄｅｌｆ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１．２３－６０．

１８ＰｉｎｇＧｅ，ＭｕｓａＪｏｕａｎｅｈ．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ａｐｉｅｚｏｃｅｒａｍｉｃ

ａｃｔｕａｔｏｒ［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ｙｓｔｅｍｓ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６，４

（３）：２０９－２１６．

１９ＪＤ Ｗｅｉ，ＣＴＳｕｎ．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ｈｙｓｔｅｒｅｔｉｃｍｅｍｏｒｙｉｎ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Ｓｙｓｔｅｍｓ，Ｍａｎ，ａｎｄＣｙｂｅｒｎｅｔｉｃｓ，Ｐａｒｔ

Ｂ：Ｃｙｂｅｒｎｅｔｉｃｓ，２０００，３０（４）：６０１－６０９．

栏目编辑：王晓琰

１１１３００１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