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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船载以及海岸目标的辐射特性测量是目标红外辐射特性测量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采用传统模式修正大气

透过率远远满足不了红外辐射特性测量精度的要求.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辐射特性测量的精度,提出了基于参考

源测量目标辐射特性的方法,并利用口径为６００mm的长波红外辐射特性测量系统,在近海岸进行红外辐射特性

测量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的辐射测量误差可减小到４．３１％,优于传统方法的反演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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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目标光学特性是目标特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标光学特性主要包括飞行姿态、反射率、偏振特

性、光谱特性、辐射特性等.在纵向空间分布上,
可将不同类型的目标分为地面目标、海上目标、空
中目标和空间目标.现代靶场光学测控技术的深

入发展,特别是新型红外光电设备的不断更新与

应用,使得目标辐射特性的测量精度越来越高,数
据的应用价值凸显,目标红外辐射特性数据的获

取占据了光学特性测量的重要位置.目标红外辐

射特性测量主要是实现短波(１~３μm)、中波(３~
５μm)、长波(８~１２μm)目标辐射量的定量反演与

测量.海上目标的红外辐射特性测量主要是针对

近海岸重要设施和海上船只的测量,虽然不同船

舶的指标性能有所差异,但它们具有一定的红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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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射规律.获取典型船舶的红外辐射特性反演数

据后对其进行数据统计,可将统计结果用于相关

系统的鉴定和考核[１Ｇ４].
一直以来,美、俄等世界军事强国都极为重视目

标光学辐射特性的测量和典型目标光学数据库的建

立,并将它们作为反导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红

外波段,空中目标飞行加速等环节的热辐射特性具

有一定的规律性和重复性.美、俄等军事强国在目

标辐射特性的测量方面,基本建立了涵盖紫外、可见

光、中波红外、长波红外的目标辐射特性测量系统;
在空间载荷方面,建立了地基辐射测量系统,机载、
球载辐射测量系统,以及星载辐射特性测量系统的

立体化测量监视系统.时至今日,美、俄等军事强国

测控系统网基本完成了辐射特性测量系统宽波域立

体化的构建[５Ｇ９].我国目标光学测控系统的建设虽

然在近些年蓬勃发展,但是在数据库建立与探测器

的探测性能方面,与世界军事强国之间存在较大

差距.
海上舰载目标的辐射特性测量不同于空间、空

中目标的红外辐射特性测量.测量空间目标的辐射

特性时,观测俯仰角相对较大,适合采用大气传输修

正模型进行修正;并且,测量空间目标的辐射特性时

可以利用红外星对大气衰减进行修正,得到精度较

高的目标辐射特性.测量舰船和近海目标的辐射特

性时,仰角较小,空气分子和气溶胶浓度受空气对流

因素影响含量剧烈,无法满足辐射传输修正的精度

要求.鉴于此,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参考源法实现

船舶及近海岸目标的辐射特性测量方法,该方法主

要利用参考源来实现大气衰减和程辐射的修正,从
而实现目标本征辐射亮度的反演.

２　红外辐射特性的测量原理与精度
分析

２．１　测量原理

海上目标发出的红外辐射在大气传输过程中能

被红外辐射特性测量系统获取,系统接收的能量包

括三部分:目标自身发射的辐射能L(T０),其中T０

为目标温度;目标表面反射的周围环境的辐射能

L(Tb),其中Tb 为目标周围环境背景的辐射温度;
目 标 与 辐 射 特 性 测 量 系 统 之 间 的 路 径 辐 射 能

L(Tpath),其中Tpath为目标与辐射特性测量系统之

间的辐射温度.船载红外辐射特性测量原理如

图１所示[１０Ｇ１２].
为了便于研究,假设目标为朗伯辐射灰体,则目

图１ 船载红外辐射特性测量原理

Fig敭１ Principleofmeasurementforinfrared
radiationcharacteristicsofship

标表面的辐射亮度L１(T)为
L１(T)＝εL(T０)＋ρL(Tb), (１)

式中:T 为温度;ε为目标灰体的发射率,该参数为

常数;ρ为目标的反射率.
经大气传输衰减与大气热辐射的混叠后,到达

红外辐射特性测量系统的辐射能L２(T)满足

L２(T)＝τatmL１(T)＋L(Tpath), (２)
式中:τatm为大气透过率.在探测器上,辐射能与成

像灰度之间的关系为

G＝R[τoptL２(T)]＋B, (３)
式中:G 为成像灰度;R 为系统的响应增益.系统

的光电响应率;τopt为光学系统的透过率;B 为系统

探测器的噪声响应灰度.对(３)式进行变换,得到

L(T０)＝
G－B－RL(Tpath)－RρL(Tb)τatm

τatmRε
.

(４)
在(４)式中,R 和B 可以通过辐射定标得到.现阶

段,辐射定标方面的研究已相对成熟,对于大口径辐

射光电测量系统,常采用近距离面源定标法和平行

光管定标法进行定标.本文采用定标精度更高的近

距离面源定标法.利用大气传输修正系统,给出

τatm和L(Tpath)的测量结果.如果给出了目标材料

或涂层的属性,即可准确地获得目标的辐亮度特性.
将各子系统获得的测量参数代入(４)式,即可反演得

到目标表面的辐射亮度温度等特性[１３Ｇ１４].

２．２　测量精度分析

目标红外辐射特性的测量精度会受到多种因素

的影响.红外辐射特性测量的误差主要来自于系统

辐射定标误差、大气传输修正误差和反演算法误差.
对于静态目标,暂不考虑反演算法误差.

１)辐射定标误差.影响红外辐射测量辐射定标

精度的因素主要包括辐射黑体温度精度和均匀性误

差、光学系统透过率测量误差、红外探测器稳定性可

重复测量误差、中性滤光片衰减因温度变化而引起

的误差等.在目标红外辐射测量中,辐射定标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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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占１０％.

２)大气传输修正误差.大气传输修正误差主要

是指由大气测量设备反演气溶胶廓线和气体参数产

生的误差而导致的采用模式计算得到的大气透过率

存在的误差.测量的参数主要包括太阳辐射计测量

的水汽总量变化误差、实际测量中当地CO２ 气体含

量变化引起的误差、观测方向上 O３ 气体含量变化

引起的误差、激光雷达气溶胶消光系数误差等.大

气传输修正误差约为２０％.
由上述分析可见,大气传输修正的优劣对目标

红外辐射特性测量的精度具有重要影响.

３　参考源法实现红外辐射特性测量

如果存在两个参考源,温度分别设置为T１ 和

T２,根据普朗克公式可以计算得辐射亮度为L(T１)
和L(T２).根据红外辐射特性测量原理可得

G(T１)＝τatmRijL(T１)＋RijL(Tpath)＋B
G(T２)＝τatmRijL(T２)＋RijL(Tpath)＋B{ ,

(５)
式中:G(T１)为 T１ 温度下,对应系统的输出灰度

值;G(T２)为T２ 温度下,对应系统的输出灰度值;

Rij为探测器靶面第i行、第j列的系统响应增益.
根据(５)式可以得到大气透过率τatm为

τatm＝
G(T２)－G(T１)

Rij L(T２)－L(T１)[ ]
. (６)

　　同理,根据(５)式可以得到观测方向的程辐射

Lpath为

Lpath＝
G(T２)－G(T１)

Rij
－τatmL(T１). (７)

　　由此即可实现大气传输修正.本文提出的参考

源修正法适用于近海岸和船舶目标等小仰角或水平

目标的辐射反演,无需大气传输测量设备,并且大气

传输修正计算节约了成本和时间,提高了效率,但需

要对船舶和海岸目标建立数据库.

４　红外辐射特性测量实验

为了验证本文提出的参考源修正法对船舶目标

进行红外辐射特性测量反演的精度,利用某口径为

６００mm的长波红外辐射特性测量系统进行实验验

证.图２所示为大口径红外辐射特性测量系统.该

系统的规格指标如表１所示,其中NETD为相机的

等效噪声温差,F 为光圈数.
红外辐射定标和合作参考目标采用以色列CI公

司生产的高精度黑体,表２所示为定标黑体的参数.

图２ 大口径红外辐射特性测量系统

Fig敭２ LargeＧapertureinfraredradiationcharacteristic
measurementsystem

表１　红外辐射特性测量系统的规格指标

Table１　Indexesofinfraredradiationcharacteristicmeasurementsystem

Aperture/

mm
Focal/

mm
Wavelength/

μm
Pixel
number

F Bit
Pixel
size/μm

Refrigeration
mode

NETD/

(１０－３K)
Frame

number/Hz
６００ １２００ ７．７~９．３ ６４０×５１２ ２ １４ １５ Stirling ２５ １００

表２　定标黑体的参数

Table２　Parametersofcalibrationblackbody

Size/(mm×mm) Emissivity Uniformity Temperature/°C Voltage/V Power/kW
７００×７００ ０．９７ ０．１ ０Ｇ６００ ３８０ １０

　　在实验中,系统在多个积分时间t(１００,１５０,
２００,３００,３５０μs)下进行定标,选择定标黑体温度为

３０~１１０℃,温度步长为１０℃,定标结果如图３所

示.由图３可知,该系统具有良好线性响应度.
各积分时间下的定标误差如图４所示.由图４

可知,各积分时间下的系统定标误差远小于１０％的

要求.
表３所示为实验定标曲线给出的各积分时间下

的系统的平均定标误差.由表３可知,该系统具有

良好的线性度且线性区间较大,适合于高精度的辐

射定标,系统定标结果稳定,且定标精度较高,在各

积分时间下平均定标误差的最大值仅为０．５１％.
为了验证参考源法测量辐射特性的精度,在海

上进行目标的红外辐射特性测量实验.考虑到海上

目标搭载系统的船摇问题,实验在近海岸进行,只能

在水平方向将标准辐射黑体放置在距红外辐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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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不同积分时间条件下的辐射定标结果

Fig敭３ Resultsofradiationcalibrationwith
differentintegrationtime

图４ 不 同 积 分 时 间 下 的 定 标 误 差.(a)t＝３５０μs;
(b)t＝３００μs;(c)t＝２００μs;(d)t＝１５０μs;

　　　　　　　(e)t＝１００μs
Fig敭４Calibrationerrorunderdifferentintegrationtime敭

 a t＝３５０μs  b t＝３００μs  c t＝２００μs 
　　　　 d t＝１５０μs  e t＝１００μs

测量系统一定距离处,近海岸的温度为１５℃,良好

表３　不同积分时间条件下的系统平均定标误差

Table３　Systemaveragecalibrationerrorsunder
differentintegrationtime

t/μs １００ １５０ ２００ ３００ ３５０
Averagecalibration

error/％
０．４８ ０．５１ ０．４６ ０．４６ ０．４５

天气情况下的能见度为２３km,实验测量距离为

８７０m.由于黑体的温度和发射率已知,因此通过

普朗克公式可计算得到标准的辐射亮度.目标和参

考源在同一位置,实验场景如图５所示.在实验过

程中,外场测试基本条件如表４所示.

图５ 红外辐射特性测量实验场景

Fig敭５ Experimentalsceneforinfraredradiation
characteristicmeasurement

利用美国空军实验室开发的高精度大气传输修

正软件 MODTRAN,计算长波的大气透过率τatm和
程辐射Lpath,结果为

τatm＝０．９２６０
Lpath＝０．６９９２{ . (８)

　　为了尽量减小红外辐射测量系统误差的影响,
在辐射黑体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红外辐射测量系统

在不同的积分时间(１００,１５０,２００,３００,３５０μs)下采

集图像.通过参考源计算得到透过率和程辐射,结
果如表５所示.

表４　外场测试基本条件

Table４　Basicconditionofoutfieldtest

Temperature/℃ Atmosphericpressure/Pa Relativehumidity/％ Visibility/km Distance/m Elevationangle/(°)

１５ ８．５６×１０４ ２０ ２３ ８７０ ０

表５　红外大气传输修正数据

Table５　Correcteddataofinfraredatmospherictransmission

t/μs τatm Lpath/(Wm－２sr－１)

１００ ０．７１６６ ３．１５６０
１５０ ０．７４２１ ３．１６７０
２００ ０．７２７２ ３．０４５９
３００ ０．７３４５ ３．０１５０
３５０ ０．７４１４ ３．２７８０
Average ０．７３２３ ３．１３２３

　　基于红外辐射特性测量的基本原理,采用大气

传输修正系统和本文提出的参考源计算的大气透过

率和程辐射对目标进行反演,结果如图６所示.由

图６可知,参考源法反演的结果更接近于目标的标

准辐射亮度.
实验通过三种方法计算了目标的辐射亮度:由

已知温度下的普朗克公式计算得到的标准辐射亮

度,利用传统的大气传输修正法反演得到的目标辐

射亮度,以及利用本文方法得到辐射亮度.实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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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不同方法的辐射反演结果

Fig敭６ Resultsofinfraredinversionbydifferentmethods

果表明,采用传统的大气传输修正软件计算的修正

误差为１６．２３％,而采用参考源修正法得到的目标的

辐射亮度误差仅为４．３１％.由此可知,基于参考源

的修正法可以有效地提高目标的辐射测量精度.

５　结　　论

本文通过分析船载红外辐射特性测量的需求,
提出了一种适用于船载红外辐射特性测量系统对海

平面和近海岸等目标的辐射特性进行测量的方法,
并采用某口径为６００mm的长波红外辐射特性测量

系统进行验证实验.实验结果表明,参考源修正法

可以有效地提高辐射特性测量的精度,为海上目标

的高精度红外辐射提供了参考,具有一定的工程实

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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