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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束品质因子 犕２对非同轴激光雷达探测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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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光束品质因子犕
２ 直接影响高斯光束传播特性，光纤口径主要约束激光雷达接收系统的视场角。几何重叠

因子是影响激光雷达探测性能的重要参量，其主要受激光束的发射特性、接收系统的结构等影响。通过探讨光束

品质因子犕２ 及耦合光纤口径对几何重叠因子的影响，为设计激光雷达发射接收系统，改善激光雷达的探测性能提

供了优化方案。数值计算及初步实验表明，光纤的耦合效率与光纤的放置位置及光纤口径有很大的关系；几何重

叠因子小于１的探测距离受到犕２ 因子的较大影响且随着犕２ 因子的增大而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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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激光雷达作为新颖大气剖面探测工具，已经广

泛应用于大气光学及物理特性研究的实时探

测［１～３］。近年快速发展的都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使得

大气环境问题成了热门话题，例如城市低层大气的

微粒物质（气溶胶）以及各种特定的分子污染物

（ＳＯ２，ＮＯ狓 等）的浓度急剧增加，加剧了城市大气污

染及城市热岛现象，研发实时高效剖面探测激光雷

达系统已经越来越得到社会关注。

激光雷达方程描述了激光雷达探测大气光学特

性的基本原理［４～７］，除了大气参量（消光及散射系

数）以外，激光雷达的系统常数，发射及接收系统的

匹配效率及几何重叠因子等都影响着激光雷达系统

的探测性能。激光器发射的激光光束特性影响到激

光大气回波信号特性，利用激光雷达发射系统中的

准直扩束器可优化发射光束的束腰高度和发散角，

改善激光雷达的大气探测性能，贺应红等 ［８］研究了

基于高斯光束的米散射大气激光雷达回波信号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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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校正问题。另外，利用光纤传输望远镜收集到的

大气回波信号时，需要考虑到接收系统的匹配以及

接收效率。Ｊ．Ｊｅｎｎｅｓｓ等
［９］从几何角度出发，讨论

了激光雷达系统中光纤与接收望远镜的最佳匹配以

及光纤位置对回波信号光斑图像的接收情况，为求

解光纤的接收效率提供理论依据。几何重叠因子是

激光雷达方程中非常重要的因子，直接影响激光雷

达的探测性能，在进行大气气象参量的数据反演过

程时，必须利用几何重叠因子对大气回波信号进行

修正，以归一到对大气回波信号进行全部接收的状

况。胡克伟等［１０］从双轴激光雷达系统的发射和接

收光轴的距离、夹角，激光发散角，接收视场角等方

面对几何重叠因子的影响进行了论证。张改霞

等［１１］也论述了平行轴和共轴激光雷达几何重叠因

子的理论计算和实验法求解，并论证了几何重叠因

子对气溶胶探测的影响。

本文从高斯光束的准直特性、发射与接收系统

的匹配效率以及系统的几何重叠因子等三个方面来

探讨影响非同轴激光雷达系统探测性能的因素，重

点探讨接收光纤口径及激光束品质因子犕２ 对激光

雷达探测性能的影响，为激光雷达系统的优化设计

提供数值依据。

图１ 非同轴激光雷达系统结构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ｏｆｔｈｅｎｏｎｃｏａｘｉａｌｌｉｄａｒｓｙｓｔｅｍ

２　激光雷达系统构成

本文所探讨的典型的非同轴激光雷达系统的构

成如图１所示。系统采用Ｎｄ∶ＹＡＧ脉冲激光器的

三倍频输出３５５ｎｍ作为光源，其脉冲宽度为１０ｎｓ，

脉冲重复频率２０Ｈｚ，输出最大能量１００ｍＪ。激光

光束直径９ｍｍ，发散角０．５ｍｒａｄ。激光发射光束

经过５×准直系统的扩束后射向大气。大气回波信

号由口径为２５０ｍｍ 的卡塞格林式望远镜的接收

后，聚焦到接收光纤。光纤输出信号直接送到光电

探测器上，利用示波器对大气回波信号进行采样和

数据存贮。

２．１　高斯光束的准直

激光雷达的准直发射系统，也被称为扩束系统，

常做成望远镜的形式，有透射式，反射式或折 反式

等。无论采用哪种结构形式，所用透镜组的镜间距

一般都具有的微调功能，以期改善激光束的发散角，

从而提高激光束的发射高度，增强回波信号，提高信

噪比。

为了防止高能量激光束在空气中会聚而产生电

离，激光雷达的准直发射系统采用由凹凸透镜组构

成的倒置伽利略望远镜结构，图１中的目镜采用球

面平凹透镜，焦距犳１＝－３２．６ｍｍ，物镜采用球面

平凸透镜，焦距犳２＝１６２．４ｍｍ，保证整个系统所产

生的像差最小。

激光发射光束穿过准直系统后，扩大了激光束

的发射口径，同时压缩了高斯光束的发散角，改善了

光束的方向性。而高斯光束通过透镜的变换法则并

不严格地符合几何光学，在准直系统设计中，需考虑

瑞利距离的影响，其成像公式为

１
（狊／犳）＋（犣Ｒ／犳）

２／（狊／犳－１）
＋

１
（狊′／犳）

＝１，（１）

式中犣Ｒ 为瑞利距离，犣Ｒ ＝πω
２
０／λ；狊为物距，狊′为像

距，犳为透镜焦距。并且（狊′／犳）的最值公式为

（狊′／犳）ｍａｘ＝１＋１／（２犣Ｒ／犳）

　　ａｔ（狊／犳）＝１＋（犣Ｒ／犳）， （２ａ）

（狊′／犳）ｍｉｎ＝１－１／（２犣Ｒ／犳）

　　ａｔ（狊／犳）＝１－（犣Ｒ／犳）， （２ｂ）

由于准直系统中目镜为薄凹透镜，则激光束经过此

凹透镜后腰斑在透镜后焦点附近成一虚像。而物镜

为薄凸透镜，光束透射过此透镜后，腰斑在透镜前方

成一实像。实验过程中可通过微量调整目镜的位

置，即调整两透镜的中心距实现对发射光束束腰高

度以及发散角的调整。

２．２　发射及接收系统的匹配效率

激光雷达的接收系统采用卡塞格林式望远镜，

其有效口径犇０＝２５０ｍｍ，焦距犳＝１２００ｍｍ。收集

到的大气后向散射回波信号直接通过光纤耦合到激

光雷达信号探测器中，采用光纤耦合可以消除回波

信号的距离依存特性，使望远镜接收系统与后续系

统物理分离。光纤采用对紫外波长衰减较小的熔融

石英材料，本文讨论所选光纤口径分别为０．１ｍｍ，

０．２ｍｍ，０．８ｍｍ三种规格。

０５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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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远镜的焦距比数犉定义为：

犉＝犳／犇０， （３）

其中犳表示望远镜焦距，犇０ 表示望远镜的直径。根

据Ｊ．Ｊｅｎｎｅｓｓ等
［９］的计算，光纤的数值孔径犖犃 和

望远镜的焦距比数犉 的最佳匹配为：

犉＝０．５［（１／犖犃）
２
－１］

１／２， （４）

通过选取合适的光纤数值孔径犖犃，以及调整接收

望远镜的焦距犳，可将光纤与接收望远镜的匹配调

整到最优化的状态。由于激光雷达采用非同轴的形

式，且发射系统和接收系统轴线相互平行，则激光束

光斑在望远镜焦平面处所形成的光斑图像不在接收

系统的轴线上，而是有一较小的偏移量，如图２（ａ）

所示。图２（ｂ）表示光纤口径与光斑图像的位置关

系，其中狊＝犳×Δθ，而Δθ是系统发射轴线与接收轴

线的相对位移以及回波信号的高度的函数。

图２ 光纤接收大气回波信号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ｏｆｒｅｔｕｒｎｓｉｇｎａｌｓ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ｂｙｔｈｅｆｉｂｅｒ

发射激光束为ＴＥＭ００模式的高斯光束，若不考

虑大气湍流等的影响，则接收到的大气回波信号能

量分布也符合高斯分布的形式。按图２所示直角坐

标系，则光斑图像的高斯能量分布公式可表示为

犐（狓，狔）＝
犐０
２πω

２
０

ｅｘｐ －
（狓－狊）

２
＋狔

２

２ω［ ］２
０

， （５）

而光纤所能接收到的光斑图像的总能量为

犐（狊）＝
犐０

πω
２
０∫
狔２

０

ｄ狔∫

狓
３

狓
１

ｅｘｐ －
（狓－狊）

２
＋狔

２

２ω［ ］２
０

ｄ狓，（６）

式中狓１，狓３分别表示弧犃犅、犅犆的曲线方程，狔２表示

犅点的纵坐标。光纤的坐标方程为狓２＋狔
２
＝犪

２，光

斑图像坐标方程为（狓－狊）
２
＋狔

２
＝ω

２
０。

光纤的接收效率是指光纤所能接收到的光斑能

量占整个光斑能量的比率。假设光纤的数值孔径

犖犃 和望远镜的焦距比数犉 取得了最佳匹配，光斑

的图像大小不发生变化，其直径为１００μｍ，而光纤

的口径分别采用０．１ｍｍ，０．２ｍｍ，０．８ｍｍ，则通过

计算就可以得到各光纤随狊变化的光纤接收效率，

如图３所示。

图３ 光纤的接收效率

Ｆｉｇ．３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ｔｈｅｆｉｂｅｒ

光束方向稳定性（Ｂｅａｍｐｏｉｎｔ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是激光

器的重要参数之一，激光束在空间发射方向上的漂

移必然引起焦平面上光斑图像的移动，影响光纤接

收效率的稳定性。目前的灯抽运脉冲激光器的方向

稳定性一般在±５０μｒａｄ左右，由图３可知，小口径

的光纤耦合，光束方向稳定性是引起接收效率不稳

定的主要因素。

由于激光束在空间以高斯光束形式传播，所以

不同高度的回波信号在接收系统焦平面上的光斑

（弥散斑）大小并不一致，近距离信号光斑大，远距离

信号光斑小，如图４所示。当光纤口径确定时，光纤

对不同高度的大气回波信号的接收效率具有明显的

差异，近距离回波信号接收效率低，远距离接收效率

高；而对于同一高度的大气回波信号来说，口径越

大，接收效率越高，且光强也随接收面积的增大而增

大，即光强与光纤口径的平方成正比。

图４ 焦平面上的光强分布

Ｆｉｇ．４ Ｓｐａｔｉａｌｉｒｒａｄｉａ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ｆｏｃａｌｐｌａｎｅ

２．３　系统的几何重叠因子

激光光束的品质因子犕２ 是评价激光束空域质

量的重要参量，它从光束的束宽和远场发散角两个

方面来进行衡量。目前对激光雷达几何重叠因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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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普遍采用理想的高斯光束［１０，１１］，而在实际的激

光雷达系统中，激光束并不是理想的高斯光束，两者

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激光束在任意高度上的光斑半径为

犠（狕）＝犠０＋狕·
Θｂｅａｍ
２
＝犕狑０＋狕·

犕θ
２
，（７）

其中犠０ 和狑０ 分别表示多模式和单模式ＴＥＭ００激

光束的腰斑半径；Θｂｅａｍ和θ分别表示多模式和单模

式ＴＥＭ００激光束的发散角。

对于任意的高度狕，望远镜所接收到光的范

围为

犇ｔｅｌ（狕）＝犇０＋狕·θＦＯＶ， （８）

式中θＦＯＶ表示望远镜的视场角，与接收光纤口径犱ｆ

成正比，即θＦＯＶ＝犱ｆ／犳。光纤口径越大，望远镜的视

场角越大。

几何重叠因子的计算不仅要考虑发射场与接收

视场的重叠面积，还要考虑激光束的强度分布，其计

算式如下：

犢（狕）＝
犘ｒｅｃ（狕）

犘ｔｒａｎ（狕）
＝


　

犇
１
（狕）

犺（狓，狔，狕）ｄ狓ｄ狔


　

犇（狕）

犺（狓，狔，狕）ｄ狓ｄ狔

， （９）

其中犇１（狕）为高度狕处发射场与接收场的重叠面

积，犇（狕）为高度狕处的发射场面积，犺（狓，狔，狕）为激

光束的强度分布函数。

激光发射光束经过５倍准直扩束，激光束的腰

斑半径扩大了５倍，发散角压缩为原来的１／５。而

激光雷达探测所形成的盲区距离及交叉区距离主要

受到Θｂｅａｍ和θＦＯＶ大小的影响。另外，如果θＦＯＶ＞

Θｂｅａｍ／５时，当激光束到达一定的高度，望远镜接收

系统可以接收这个高度以上的全部回波信号，即此

时犢（狕）＝１；而如果θＦＯＶ≤Θｂｅａｍ／５，则无论激光束的

发射高度达到多高，望远镜接收系统都只能接收到

部分回波信号，即犢（狕）永远达不到１。

假定接收望远镜的合成焦距为１２００ｍｍ，激光束

中心和接收望远镜中心的距离为２４０ｍｍ，激光器发

出的激光束束腰直径为９ｍｍ，发散角为０．５ｍｒａｄ。

并且，目前大功率灯抽运脉冲激光器的光束品质因

子犕２ 都在２～３之间。图５分别表示光纤口径为

０．１ｍｍ，０．２ｍｍ，０．８ｍｍ时，犕２ 因子分别取１，２，

２．５，３时的几何重叠因子随高度变化的规律。从图

中可以看出由于系统采用非同轴接收，都存在着一

段探测盲区，并且探测盲区距离随犕２ 因子的增大

而减小，同时随光纤口径的增大而减小。

图５ 不同品质因子犕２ 下的几何重叠因子犢（狕）的高度分布

Ｆｉｇ．５ Ｈｅｉｇｈ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ｌｆｏｒｍｆａｃｔｏｒ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犕
２ｆａｃｔｏｒｓ

２５６１



９期 高　飞等：　光束品质因子犕２ 对非同轴激光雷达探测性能的影响

　　图５（ａ）光纤口径选取０．１ｍｍ时，接收系统的

视场角小于激光束的发散角，几何重叠因子永远小

于１，且随着犕２ 因子的增大，犢（狕）的最大值反而减

少，并且当犕２ 值为２，２．５，３时的几何重叠因子随

着探测距离的增大先增大后减小。虽然小口径的光

纤可以减少背景光对回波信号的干扰，但是对于回

波信号的犢（狕）的修正却较困难，尤其是对探测高度

的动态范围要求较大时，回波信号的修正容易产生

较大的不确定误差。

图５（ｃ）光纤口径选取０．８ｍｍ时，不论 犕２ 因

子取何值，接收系统的视场角都大于激光束的发散

角，系统可接收到全部的回波信号，即犢（狕）等于１。

对于信号探测来说，只需要对盲区距离内的大气回

波信号进行距离修正，使得数据的处理和分析将变

得简便；不过由于光纤口径较大，较大探测范围内的

背景光，尤其是白天测量下太阳背景光对回波信号

的动态影像较大，导致信噪比降低。

图５（ｂ）光纤口径选取０．２ｍｍ时，经过计算可

知，当犕２ 因子为２．７８时，接收系统的视场角和激

光束的发散角相等。当犕２ 因子小于２．７８时，犢（狕）

可达到１，反之，则犢（狕）永远达不到１。从图中可以

看出，犕２＝１时，其修正距离较短，４ｋｍ以下。而当

犕２＝２时，其修正距离就达到了１０ｋｍ以上，犕２ 为

２．５时，由于和２．７８比较接近，需要对回波信号进

行修正的距离更长。

因此，对于具有固定 犕２ 因子的激光雷达系统

来说，选择合适口径的光纤，不仅可以达到压缩回波

动态范围，提高信噪比的目的，而且可以实现对高空

大气回波信号的完全接收。

３　初步实验

本文利用西安理工大学激光雷达站的非同轴激

光雷达系统进行了大气探测初步实验，其系统参量

如前所述，其中激光器的犕２ 因子约为２．５。图６即

为２００７年１月１９日２３∶００～２４∶００之间分别采用

光纤口径０．１ｍｍ，０．２ｍｍ，０．８ｍｍ所测得的激光

大气回波信号距离修正曲线图。测量时激光器的发

射能量为５０ｍＪ，并以１０００次脉冲累加平均所得的

结果作为测量结果。

由图６可见，光纤的口径越大，探测盲区的距离

越近。且在夜晚的情况下选择较大口径的光纤可以

接收到更远距离的激光大气回波信号。由于光束的

犕２ 因子为２．５，当光纤口径为０．１ｍｍ，时，系统的

几何重叠因子最大约为０．５５，远小于１；光纤口径为

图６ 激光雷达回波信号距离修正图

Ｆｉｇ．６ Ｌｉｄａｒｒａｎｇｅ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ｒｅｔｕｒｎｓｉｇｎａｌｓ

０．２ｍｍ时，虽然几何重叠因子可以达到１，不过在

近距离范围内（图中５ｋｍ内）几何重叠因子却小于

１，其最大值也不超过０．９；当光纤口径为０．８ｍｍ

时，系统的几何重叠因子在０．６ｋｍ以上就可达到

１，因此，可接收到此高度上的全部回波信号。不过

由于不同口径的光纤在同一高度上的几何重叠因子

的大小不同，导致光纤所接收到的回波信号的强度

具有明显的差异，口径越大，同一高度上的几何重叠

因子越大，接收到的信号强度越大。

４　结　　论

准直系统压缩激光束的发散角，使得高斯光束

能量集中以探测高空大气，但高斯光束经薄透镜变

换法则并不严格符合几何光学，还受到瑞利距离的

影响，实验过程中通过调整两透镜中心间距来实现

对激光雷达发射光束特性的调整。光纤传输大气回

波信号，光纤的数值孔径必须和接收望远镜的焦距

比相互匹配。光纤在焦平面上的放置位置也严重影

响着激光雷达的接收效率。小口径光纤，光束方向

稳定性也是接收效率不稳定的主要因素。

数值计算及初步实验表明，当光纤口径为

０．１ｍｍ时，几何重叠因子小于１，且犢（狕）随着探测

距离的增大先增大后减少，给高空回波信号的修正

带来了不确定性。当光纤口径为０．８ｍｍ时，不管

犕２ 因子取何值，在高度６００ｍ以上的几何重叠因

子都将达到１，简化了数据处理和分析，但背景噪音

增加，信噪比降低。口径０．２ｍｍ的光纤的几何重

叠因子与犕２ 因子的大小有关，犕２ 决定了几何重叠

因子到１的高度。

因此，不同测量条件下，选择合适口径的光纤，

有效预测系统的几何重叠因子，实时对回波信号大

小进行修正，特别是对非差分测量激光雷达系统，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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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散射激光雷达，高精度反演大气参数具有非常重

要的现实意义。

参 考 文 献

１ＬｉｕＪｕｎ，ＨｕａＤｅｎｇｘｉｎ，ＬｉＹａｎ．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ａｍａｎｌｉｄａｒｆｏｒ

ｄａｙｔｉｍ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ｌａｙｅｒ

［Ｊ］．犃犮狋犪犗狆狋犻犮犪犛犻狀犻犮犪，２００７，２７（５）：７５５～７５９

　 刘　君，华灯鑫，李　言．大气边界层白天温度测量用转动拉曼

激光雷达［Ｊ］．光学学报，２００７，２７（５）：７５５～７５９

２ＷｕＹｏｎｇｈｕａ，ＨｕＨｕａｎｌｉｎｇ，ＺｈｏｕＪｕｎ犲狋犪犾．．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ｏｆ

ｓｔｒａｔｏｓｐｈｅｒｅａｅｒｏｓｏｌｗｉｔｈＬ６２５Ｌｉｄａｒ［Ｊ］．犃犮狋犪犗狆狋犻犮犪犛犻狀犻犮犪，

２００１，２１（８）：１０１２～１０１５

　 吴永华，胡欢陵，周　军 等．Ｌ６２５激光雷达探测平流层气溶胶

［Ｊ］．光学学报，２００１，２１（８）：１０１２～１０１５

３Ｄｅｎｇｘｉｎ Ｈｕａ，Ｊｕｎ Ｌｉｕ，Ｋｉｙｏｔａｋａ Ｕｃｈｉｄａ犲狋犪犾．．Ｄａｙｔｉｍ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ｏｆ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ｌａｙｅｒｗｉｔｈｕｌｔｒａｖｉｏｌｅｔ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ａｍａｎｌｉｄａｒ［Ｊ］．犑犪狆犪狀犲狊犲犑．犃狆狆犾．犘犺狔狊．，２００７，

４６（９Ａ）：５８４９～５８５２

４Ｒ．Ｍ．Ｍｅａｓｕｒｅｓ．犔犪狊犲狉 犚犲犿狅狋犲犛犲狀狊犻狀犵 犉狌狀犱犪犿犲狀狋犪犾狊犪狀犱

犃狆狆犾犻犮犪狋犻狅狀狊 ［Ｍ］． Ｍａｌａｂａｒ， Ｆｌｏｒｉｄａ： Ｋｒｉｅｇｅｒ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１９９２

５Ｙａｎ Ｊｉｘｉａｎｇ， Ｇｏｎｇ Ｓｈｕｎｓｈｅｎｇ， Ｌｉｕ Ｚｈｉｓｈｅｎ．犔犻犱犪狉 犳狅狉

犈狀狏犻狉狅狀犿犲狀狋犕狅狀犻狋狅狉犻狀犵 ［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

１３５～１７２

　 阎吉祥，龚顺生，刘智深．环境监测激光雷达［Ｍ］．北京：科学

出版社，２００１．１３５～１７２

６Ｊａｍｅｓ Ｄ． Ｋｌｅｔｔ． Ｓｔａｂｌｅ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ｌｉｄａｒｒｅｔｕｒｎｓ［Ｊ］．犃狆狆犾．犗狆狋．，１９８１，２０（２）：２１１～

２２０

７ＪｏｈｎＡ．Ｒｅａｇａｎ，Ｍ．ＰａｔｒｉｃｋＭｃＣｏｒｍｉｃｋ，ＪａｍｅｓＤ．Ｓｐｉｎｈｉｒｎｅ．

Ｌｉｄａｒｓｅｎｓｉｎｇｏｆａｅｒｏｓｏｌｓａｎｄｃｌｏｕｄｓｉｎｔｈｅｔｒｏｐｏｓｐｈｅｒｅ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ｏｓｐｈｅｒｅ［Ｃ］．犘狉狅犮．犐犈犈犈，１９８９，７７（３）：４３３～４４８

８Ｈｅ Ｙｉｎｇｈｏｎｇ，Ｚｈｅｎｇ Ｙｕｃｈｅｎｇ，Ｃｈｅｎｇ Ｊｕａｎ犲狋 犪犾．．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ｈｏｒｔｒａｎｇｅｌａｓｅｒｌｉｄａｒｒｅｔｕｒｎｗｉｔｈｆｉｔｔｉｎｇｔｏｌｉｄａｒ

ｒａｎｇｅａｄｊｕｓｔｅｄｐｏｗｅｒ［Ｊ］．犃犮狋犪犗狆狋犻犮犪犛犻狀犻犮犪，２００５，２５（３）：

２８９～２９２

　 贺应红，郑玉臣，程　娟 等．米氏散射激光雷达近场距离校正函

数曲线拟合法修正［Ｊ］．光学学报，２００５，２５（３）：２８９～２９２

９ＪａｍｅｓＲ．Ｊｅｎｎｅｓｓ，ＤａｎｉｅｌＢ．Ｌｙｓａｋ，ＲｕｓｓｅｌｌＰｈｉｌｂｒｉｃｋ犲狋犪犾．．

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ａｌｉｄａｒ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ｗｉｔｈｆｉｂｅｒｏｐｔｉｃｏｕｔｐｕｔ［Ｊ］．犃狆狆犾．

犗狆狋．，１９９７，３６（１８）：４２７８～４２８４

１０ＨｕＫｅｗｅｉ，ＬｉＳｏｎｇ，ＺｈｏｕＨｕｉ犲狋犪犾．．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ｌｉｄａｒ

ｏｖｅｒｌａｐ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Ｊ］．犐狀犳狉犪狉犲犱犪狀犱犔犪狊犲狉犈狀犵犻狀犲犲狉犻狀犵，２００５，

３４（２）：１６４～１６７

　 胡克伟，李　松，周　辉 等．激光大气雷达系统中重合系数的计

算［Ｊ］．红外与激光工程，２００５，２５（３）：２８９～２９２

１１ＺｈａｎｇＧａｉｘｉａ，Ｚｈａｎｇ Ｙｉｎｃｈａｏ，ＴａｏＺａｎｇｍｉｎｇ犲狋犪犾．．Ｌｉｄａｒ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ｌｆｏｒｍｆａｃｔｏｒａｎｄｉｔｓ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ａｅｒｏｓｏｌ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Ｊ］．

犆犺犻狀．犑．犙狌犪狀狋．犈犾犲犮狋狉狅狀．，２００５，２２（２）：２９９～３０４

　 张改霞，张寅超，陶宗明 等．激光雷达几何重叠因子及其对气溶

胶探测的影响［Ｊ］．量子电子学报，２００５，２２（２）：２９９～３０４

４５６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