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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平面集成光学相关器设计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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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微光学与二元光学技术，设计了一种新型的平面折叠式光学相关器，将相关器中组成４犳系统的傅里叶

变换透镜、全息匹配滤波器、输入面和输出面集成到一个平面器件上，与另一平面偏振反射镜构成一个反射型的平

面光学系统。讨论了相关器的系统结构设计、系统参数的设计，给出了具体的设计模型，计算出其体积可减小至约

１２ｃｍ３。利用菲涅耳衍射数值模拟方法对系统的图像识别过程进行了仿真，得到了良好的相关输出结果，证实平

面集成光学相关器具有很好的识别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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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许多光电相关识别系统都存在体积庞大、各元件

分离固定、安装困难、成本高的缺点，很大程度上限制

了它的实用化发展。因此，研究设计结构微型化、成

本更低的光学相关器成为当今的热点。美国Ｌｉｔｔｏｎ

公司 先 后 推 出 了 三 代 微 型 加 强 光 学 相 关 器

（ＭＲＯＣＴＭ）系列产品
［１～３］，采用了反射式折叠光路设

计，在输入和滤波面都应用了反射型液晶空间光调制

器（ＦＬＣＳＬＭ），可实现２５６×２５６图像的输入，体积减

小到了２６０ｃｍ３。美国喷气推进实验室（ＪＰＬ）于

２００５年报导了研发的小型便携式５１２×５１２灰度光学

相关器［４］，体积达到了６．５ｃｍ×３．５ｃｍ×２ｃｍ。天津

大学研制出了一种小型多功能光学相关器［５］，采用了

反摄远透镜设计和空间折叠的结构，使体积减小到

４５ｃｍ×２４ｃｍ×１２ｃｍ。在微光学与二元光学技术研

究的基础上［６～９］，本文设计了一种新型的平面集成光

学相关器，采用平面折叠反射式光路设计思想，将光

学相关器中组成４犳系统的傅里叶变换透镜、全息滤

波器、输入面和输出面全部集成到一个平面器件上，

能满足光学相关器系统集成化和成本更低的要求。

２　新型平面集成相关器的系统结构

２．１　系统结构设计

范德卢格特相关器（ＶａｎｄｅｒＬｕｇｔ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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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ＬＣ）的基本结构为光学４犳系统，其体积庞大，各

个光学元件都分离固定，调节困难，对准精度低，对

防震的要求非常高。本文提出用微光学与二元光学

技术设计的平面集成光学相关器可以克服以上缺

点，它将 ＶＬＣ中组成４犳系统的傅里叶变换透镜、

匹配空间滤波器（Ｍａｔｃｈｅｄｓｐａｔｉａｌｆｉｌｔｅｒ，ＭＳＦ）、输

入平面和输出平面都集成到一个平面器件上，只用

一个小型的平面光学系统代替来实现图像的相关识

别，其系统结构如图１所示。

图１ 平面集成光学相关器结构图

Ｆｉｇ．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ｐｌａｎａｒ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ｏｐｔｉｃａｌ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ｏｒ

伴随着空间光调制器（Ｓｐａｔｉａｌｌｉｇｈｔｍｏｄｕｌａｔｏｒ，

ＳＬＭ）、电 荷 耦 合 器 件 （Ｃｈａｒｇｅｃｏｕｐｌｅｄｄｅｖｉｃｅ，

ＣＣＤ）等光电器件的快速发展，光学相关识别迈入了

光电混合相关识别的新阶段。为此对图１结构做了

如下改进：采用了高速、高分辨率的ＳＬＭ 作为输入

物体的载体以及计算全息滤波器函数的输出器件，

输出探测平面采用高速、高分辨率的ＣＣＤ，如图２

所示。利用二元光学技术可将整个器件制作在同一

块片基上（例如可采用熔石英材料，根据工作波段确

定），与偏振反射镜组成一个反射折叠式的平面集成

光学相关识别系统。

图２ 改进的新型平面集成光学相关器结构图

Ｆｉｇ．２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ｎｏｖｅｌｐｌａｎａｒ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ｏｐｔｉｃａｌ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ｏｒ

２．２　系统结构参数设计

提出的光电相关识别系统是由两个平面反射器

件组成的小型集成化平面光学系统，其中含有反射

式ＳＬＭ、离轴菲涅耳波带（Ｆｒｅｓｎｅｌｚｏｎｅｐｌａｔｅ，ＦＺＰ）

透镜等器件。该设计拟采用光波长λ＝６５０ｎｍ的

半导体激光器，输入平面器件和滤波平面器件拟采

用反射式ＳＬＭ，取分辨率为２５６ｐｉｘｅｌ×２５６ｐｉｘｅｌ，

像元大小为１５μｍ×１５μｍ。

２．２．１　菲涅耳波带透镜参数设计

在平面反射系统中，ＦＺＰ需具有反射特性以改

变传播方向［１０］，于是在其下表面镀上高反射膜，倾

斜入射光由于折返光路两次经过ＦＺＰ，其光路可近

似等效为如图３所示，由双透镜等效焦距公式可知，

平面反射系统中ＦＺＰ的等效焦距为犳＝犳′／２。

图３ 双透镜的等效焦距

Ｆｉｇ．３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ｆｏｃｕｓｏｆｄｏｕｂｌｅｌｅｎｓ

该系统中透镜的等效焦距犳满足
［１１］

犳＝犖狆１狆２／λ， （１）

式中犖为滤波平面ＳＬＭ的像素个数，狆１、狆２分别为

输入和滤波平面的ＳＬＭ的像素大小。因此，透镜焦距

由ＳＬＭ的像素大小、像数个数及光波波长决定。代入

已知参数可计算出犳＝８８．６ｍｍ，犳′＝１７７．２ｍｍ。

为了让所有入射光以最高空间频率１／（２狆１）经

过ＳＬＭ反射
［１１］，ＦＺＰ的直径犇 应满足犇＝犖狆１＋

犖狆２＝２犖狆，代入已知参数得犇＝７．６８ｍｍ。再由

犉＝犳′／犇可算得ＦＺＰ的犉值等于２３．１。

２．２．２　平面光学系统的倾斜入射角

入射光通过反射式ＳＬＭ 后在其反射方向上会

产生一系列的衍射级次，这是由ＳＬＭ 像素间存在

小间隙导致的［１２］。除有用衍射级次之外，其他级次

的杂散光反射到ＣＣＤ探测面必将降低相关器的信

噪比。因此为了消除杂散光的影响，光线的倾斜入

射角大小及ＳＬＭ、ＦＺＰ和ＣＣＤ等器件的间距需要

合理的设计。

光线经过ＳＬＭ 和ＦＺＰ之间的衍射过程如图４

所示，设α为入射光线的倾斜角，ＳＬＭ 和ＦＺＰ的中

心间距为犾。要使光线经过ＳＬＭ 后只有零级光经

反射镜照射到透镜表面：

ｓｉｎα＝２犖犘／犳， （２）

从而得到α＝ａｒｃｓｉｎ（２犖犘／犳）≈２λ／狆，代入已知值得到

α＝５°。因此，整个系统展开图可视为近轴光路系统。

图５为平面系统的离轴光路示意图，可知ＦＺＰ

中心至ＳＬＭ中心的距离犾具有关系ｓｉｎα＝犾／犳，因

此可算得犾＝２犖犘。在偏振反射镜下表面光反射的

６３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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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光线经过ＳＬＭ后的衍射分布图

Ｆｉｇ．４ Ｄｉｆｆｒａｃｔｉｖ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ｌｉｇｈｔｐａｓｓｉｎｇｔｈｒｏｕｇｈＳＬＭ

图５ 平面系统的离轴光路示意图

Ｆｉｇ．５ Ｏｆｆａｘｉｓｌｉｇｈｔｐａｔｈｏｆｐｌａｎａｒｓｙｓｔｅｍ

位置处放置四块与ＳＬＭ 相同形状和大小的光栏，

并在ＳＬＭ和透镜上表面加上同样的光栏，从而可

避免其他级次的主要杂散光反射到ＣＣＤ探测面，避

免降低系统的信噪比，影响到系统的识别性能。

２．２．３　系统体积

由图５可知整个光学相关器（光学系统）可近似

为一个长方体，其长度犔＝９犖犘，宽度犠＝２犖犘，高

度犎 由ＦＺＰ的焦距及ＳＬＭ 中心与透镜中心的距

离犾决定，

犎 ＝ ［犖狆
２／（２λ）］［１－（２λ／狆）

２］１／２， （３）

光学相关器的系统体积为

犞 ＝犎犠犔 ＝ （９犖
３
狆
４／λ）［１－（２λ／狆）

２］１／２．（４）

　　假如采用的光波长λ＝６５０ｎｍ，空间光调制器

为２５６ｐｉｘｅｌ×２５６ｐｉｘｅｌ，像素大小狆分别为３６μｍ、

１５μｍ、８μｍ时，由（４）式可得相应的光学相关器体

积分别为３９０ｃｍ３、１１．７ｃｍ３、０．９ｃｍ３，可见，光学相

关器的体积随着空间光调制器像素的减小而变小。

然而，平面光学系统的离轴角α＝２λ／狆，像素大

小狆分别为３６μｍ、１５μｍ、８μｍ时，可得相应的离

轴角α分别为２°、４．９°、９．３°，其值随着狆的减小而

增大。离轴角度越大，光学系统的成像质量越差，势

必会影响相关器的性能。因此，为了解决空间光调

制器的像素大小导致的光学相关器微型化程度与其

识别性能间的矛盾，系统的离轴角应保证在４°～５°

范围［１３］，这表明空间光调制器像素的最优取值为

１４．９～１８．６μｍ。这也是本方案的空间光调制器取

值为１５μｍ的理由，此时系统的离轴角度约为５°。

将已求得的参数代入（４）式可算出光学相关器

（不含激光器及其他外围的驱动模块）的体积约为

１２ｃｍ３。因此设计的光学相关器在系统集成度、结

构微型化及识别性能方面都更有优势。

图６ 菲涅耳波带透镜。（ａ）圆形，（ｂ）椭圆

Ｆｉｇ．６Ｆｒｅｓｎｅｌｚｏｎｅｐｌａｔｅｌｅｎｓ．（ａ）ｃｉｒｃｕｌａｒ，（ｂ）ｅｌｌｉｐｔｉｃａｌ

３　像差分析及衍射透镜的设计

提出的平面光学系统采用衍射光学元件组成的

平面型系统，旨在克服通常光学系统的多个光学元

件安装调整困难的缺点，并满足现代光电混合处理

系统小型、集成结构的需求。光学相关器系统的输

入平面上任一点（狓ｓ，狔ｓ）在傅里叶平面上的场分布

为狌１（狓，狔）＝ｅｘｐ［ｉ犽犠１（狓，狔）］，若在输出平面上

狓０＝－狓狊，狔０＝－狔ｓ点产生一个完整点像，则有光场

狌２（狓，狔）＝ｅｘｐ［ｉ犽犠２（狓，狔）］。

设以波函数犠ａｂ描述系统的像差，则平面系统

的波像差函数犠ａｂ＝犠１－犠２。由于系统属于平面

对称结构，故其彗差和畸变对输入面上的所有物点

都自动消失，仅存在球差、场曲和像散。为了消除系

统球差和对称像散，平面光学系统中的菲涅耳波带

透镜表面的波带形状须由圆形修正为椭圆［１４］，此时

离轴ＦＺＰ的透射率函数

狋（狓，狔）＝－
２π

λ

狓２ｃｏｓ２α＋狔
２

２（ ）犳

［１５］

．

因此，与系统有关的像差仅剩像散和场曲。为

简化运算，利用泰勒级数展开并取至第三项推导可

得像散和场曲像差分别为

犠ａｓｔ＝－
１

２犳（ ）３ （狓狓ｓｃｏｓ２α＋狔狔ｓ）２， （５）

犠ｆｃ＝－
１

４犳（ ）３ （狓２ｃｏｓ２α＋狔２）（狓２ｓｃｏｓ２α＋狔２ｓ）．（６）
与通常的对称光学成像系统的像差表达式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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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仅增加了ｃｏｓ２α因子
［１４］。

利用计算机模拟出波带形状分别为圆形和椭圆

的菲涅耳波带透镜，如图６所示。该离轴ＦＺＰ的傅

里叶变换在狓和狔方向具有不同的变换因子，其傅

里叶变换可表示为［１５］

犉（狓０，狔０）＝犆犳（狓，狔）×

ｅｘｐ －ｉ２π
狓犻狓０ｃｏｓ

２
α

λ犳
＋
狔犻狔０

λ［ ］｛ ｝犳
ｄ狓犻ｄ狔犻， （７）

式中犆为常数，犳（狓，狔）为输入函数。

设计的离轴菲涅耳波带透镜的参数为：工作波

长λ＝６５０ｎｍ；焦距犳＝１７７．２ｍｍ；方形面积大小：

７．６８ｍｍ×７．６８ｍｍ；台阶数犔＝８；离轴工作角α＝

５°。用计算机分别模拟连续菲涅耳波带透镜和八台

阶离轴菲涅耳波带透镜的三维形貌如图７所示。

假定采用的片基为熔石英材料，即折射率

狀＝１．４６，由文献［１６］中ＦＺＰ掩模板的设计公式可

计算出透镜的加工参数：环带数 犕＝１０２４；最小线

宽狏＝１．９μｍ；衍射效率η＝９５％；刻蚀深度犺１＝

０．７０７μｍ，犺２＝０．３５３μｍ，犺３＝０．１７７μｍ。

从制作加工参数可知透镜的最小线宽大小合

适，不会有太多的加工难度，实验室设备的加工精度

能满足制作要求，从而可减小由加工误差对器件性

能的影响。

图７ 连续菲涅耳波带透镜（ａ）和八台阶化ＦＺＰ（ｂ）的三维形貌

Ｆｉｇ．７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ｆｉｌｅｏｆ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ＦＺＰ（ａ）ａｎｄｅｉｇｈｔｓｔｅｐｐｅｄＦＺＰ（ｂ）

图８ （ａ）输入参考图像，（ｂ），（ｃ）待识别图像，（ｄ）二元振幅补偿滤波器，（ｅ），（ｆ）分别对应（ｂ），（ｃ）的相关识别结果

Ｆｉｇ．８ （ａ）Ｉｎｐｕｔｉｍａｇｅ，（ｂ），（ｃ）ｉｍａｇｅｓｔｏｂｅ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ｄ，（ｄ）ｂｉｎａｒｙ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ｎｇｆｉｌｔｅｒ，（ｅ），（ｆ）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ｏｕｔｐｕｔｏｆ（ｂ）ａｎｄ（ｃ）

３　仿　　真

采取菲涅耳衍射的快速实现方法———卷积

法［１７］，分步完成整个系统的图像识别过程的仿真。

相关器的识别仿真步骤概括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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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将参考物体加载到输入ＳＬＭ，倾斜平行光照

射物体，经过菲涅耳衍射至第一个菲涅耳波带透镜，

与ＦＺＰ的透射率函数做相乘运算，再经菲涅耳衍射

至滤波平面的ＳＬＭ。

此时，利用二元振幅补偿滤波算法制成匹配滤

波器储存在滤波平面的ＳＬＭ 上，用于与待识别输

入图像做匹配运算。

２）将待识别物体加载到输入ＳＬＭ，重复第一步

后得到的函数与匹配滤波器做卷积运算。

３）卷积运算后经菲涅耳衍射至第二个ＦＺＰ，与

其透射率函数相乘，再经一次菲涅耳衍射至输出平

面，即可得到最后的相关识别结果。如果在输出面

上得到相关尖峰，说明待识别图像与参考图像存在

相同信息，否则说明两幅图像不相关。

如图８（ａ）所示，将含有ａ字样的２５６ｐｉｘｅｌ×２５６

ｐｉｘｅｌ二值图像作为参考图像，图８（ｄ）为依据参考图

像制成的二元振幅补偿滤波器。待识别图像（ｂ），

（ｃ）分别做上述仿真步骤，便可在ＣＣＤ平面得到相

关识别结果如（ｅ），（ｆ）所示。（ｂ）图像中有一个字

母ａ，故接收面探测到一个尖锐的自相关峰，而（ｃ）

待识别图像中只有三个字母ａ，故接收面能探测到

三个自相关尖峰，且这些输出相关峰很尖锐，系统的

信噪比也较高。仿真结果证实了平面集成光学相关

器具有良好的识别性能。

５　结　　论

提出了一种平面集成化光学相关器的具体设计

方案，讨论了相关器的系统结构设计、系统参数的设

计，给出了具体的设计模型，其体积可减小至约

１２ｃｍ３，与其他光学相关器模型相比，集成化光学相

关器的光学系统体积可做到更小，结构平面集成化

有利于利用模压技术大规模复制，降低制作成本。

利用菲涅耳衍射数值模拟方法对系统的图像识别过

程进行了仿真，得到了良好的相关输出结果，证实了

平面集成光学相关器具有很好的识别性能。

参 考 文 献

１Ｊ．Ｐ．Ｋａｒｉｎｓ，Ｓ．Ａ．Ｍｉｌｌｓ，Ｎ．Ｊ．Ｓｚｅｇｅｄｉ犲狋犪犾．．Ｍｉｎｉａｔｕｒｅ

ｒｕｇｇｅｄｉｚｅｄｏｐｔｉｃａｌ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ｏｒｆｏｒｆｌｉｇｈｔｔｅｓｔｉｎｇ［Ｃ］．犘狉狅犮．犛犘犐犈，

１９９４，２２３７：４８～５３

２Ｊ．Ｐ．Ｋａｒｉｎｓ，Ｓ．Ａ．Ｍｉｌｌｓ，Ｊ．Ｐ．Ｒｙａｎ犲狋犪犾．．Ｓｅｃｏｎｄ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ｉｎｉａｔｕｒｅｒｕｇｇｅｄｉｚｅｄｏｐｔｉｃａｌ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ｏｒ［Ｃ］．犘狉狅犮．犛犘犐犈，１９９７，

３０７３：１２８～１３７

３Ｄ．Ｔ．Ｃａｒｒｏｔｔ，Ｇ．Ｍａｌｌａｌｅｙ，Ｒ．Ｂ．Ｄｙｄｙｋ犲狋犪犾．．Ｔｈｉｒｄ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ｍｉｎｉａｔｕｒｅｒｕｇｇｅｄｉｚｅｄｏｐｔｉｃａｌ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ｏｒ（ＭＲＯＣＴＭ）

ｍｏｄｕｌｅ［Ｃ］．犘狉狅犮．犛犘犐犈，１９９８，３３８６：３８～４４

４ＴｉｅｎＨｓｉｎＣｈａｏ，ＪａｙＨａｎａｎ，ＨａｎｙｉｎｇＺｈｏｕ犲狋犪犾．．Ｐｏｒｔａｂｌｅ５１２

×５１２ｇｒａｙｓｃａｌｅｏｐｔｉｃａｌ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ｏｒ［Ｃ］．犘狉狅犮．犛犘犐犈，２００５，５８１６：

２３～３１

５ＨａｏＹｏｎｇｊｉｅ，ＬｉｕＷｅｎｙａｏ，ＬｕＹａｏ犲狋犪犾．．Ｆｏｌｄｉｎｇ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ｐｔｉｃａｌ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ｏｒ［Ｊ］．犗狆狋狅犈犾犲犮狋狉狅狀犻犮 犈狀犵犻狀犲犲狉犻狀犵，２００２，

２９（６）：３１～３４

　 郝永杰，刘文耀，路　烁 等．折叠式集成化光学相关器［Ｊ］．光

电工程，２００２，２９（６）：３１～３４

６ＸｕＰｉｎｇ，ＴａｎｇＪｉｙｕｅ，ＧｕｏＬｕｒｏｎｇ犲狋犪犾．．Ｄｅｅｐｅｔｃｈｅｄｂｉｎａｒｙ

ｏｐｔｉｃａｌｅｌｅｍｅｎｔ［Ｊ］．犃犮狋犪犗狆狋犻犮犪犛犻狀犻犮犪，１９９６，１６（１２）：１２７６～

１８０１

　 徐　平，唐继跃，郭履容 等．深蚀刻二元光学元件［Ｊ］．光学学

报，１９９６，１６（１２）：１２７６～１８０１

７ＸｕＰｉｎｇ，Ｚｈａｎｇ Ｘｉａｏｃｈｕｎ，Ｇｕｏ Ｌüｒｏｎｇ．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ｅｒｒｏｒ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ｂｉｎａｒｙｏｐｔｉｃａｌｅｌｅｍｅｎｔ［Ｊ］．犃犮狋犪犗狆狋犻犮犪

犛犻狀犻犮犪，１９９６，１６（６）：８３３～８３８

　 徐　平，张晓春，郭履容．二元光学制作误差分析与模拟［Ｊ］．光

学学报，１９９６，１６（６）：８３３～８３８

８ＰｉｎｇＸｕ，ＪｕｎｂｏＹａｎｇ，ＨａｉｘｕａｎＨｕａｎｇ犲狋犪犾．．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ｐｅｒｆｅｃｔｓｈｕｆｆｌｅｉｎｔｅｒ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ｍｉｃｒｏ

ｏｐｔｉｃａｌａｒｒａｙｅｌｅｍｅｎｔ［Ｃ］．犘狉狅犮．犛犘犐犈，２００５，５６３６：３３４～３４０

９ＰｉｎｇＸｕ，ＨａｉｘｕａｎＨｕａｎｇ，ＫａｉＷａｎｇ犲狋犪犾．．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ｏｐｔｉｃａｌ

ｐｅｒｆｅｃｔｓｈｕｆｆｌｅｗｉｔｈｍｉｃｒｏｏｐｔｉｃａｌａｒｒａｙｅｌｅｍｅｎｔ［Ｊ］．犗狆狋．犈狓狆．，

２００７，１５（３）：８０９～８１６

１０ＺｈｅｎｇＺｈｅｎｒｏｎｇ，ＳｕｎＸｕｔａｏ，ＧｕＰｅｉｆｕ犲狋犪犾．．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ｌｅｎｓｗｉｔｈ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ｖｅ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Ｆｒｅｓｎｅｌｚｏｎｅｐｌａｔｅ［Ｊ］．犃犮狋犪犗狆狋犻犮犪

犛犻狀犻犮犪，２００６，２６（１０）：１４８３～１４８７

　 郑臻荣，孙旭涛，顾培夫 等．应用反射型球面菲涅耳波带片的成

像物镜设计［Ｊ］．光学学报，２００６，２６（１０）：１４８３～１４８７

１１ＭｉｃｈａｅｌＪ．Ｏ′Ｃａｌｌａｇｈａｎ，Ｓｔｅｐｈｅｎ Ｈ．Ｐｅｒｌｍｕｔｔｅｒ．Ｃｏｍｐａｃｔ

ｏｐｔｉｃ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ｓｕｓｉｎｇｏｆｆａｘｉｓｄｉｆｆｒａｃｔｉｖｅｏｐｔｉｃｓａｎｄ

ＦＬＣＶＬＳＩｓｐａｔｉａｌｌｉｇｈｔｍｏｄｕｌａｔｏｒｓ［Ｃ］．犘狉狅犮．犛犘犐犈，１９９６，

２８４８：７２～８０

１２ＹｅＢｉｑｉｎｇ，Ｃｈｅｎ Ｊｕｎ，Ｎｏｒｉｈｉｒｏ Ｆｕｋｕｃｈｉ．Ｏｂｌｉｑｕ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ｏｆ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ａｌｉｇｎｅｄｎｅｍａｔｉｃｌｉｑｕｉｄｃｒｙｓｔａｌｓｐａｔｉａｌｌｉｇｈｔ

ｍｏｄｕｌａｔｏｒ［Ｊ］．犆犺犻狀．犑．犔犪狊犲狉狊，２００６，３３（５）：５８７～５９０

　 叶必卿，陈　军，福智癉央．斜入射液晶空间光调制器的特性

［Ｊ］．中国激光，２００６，３３（５）：５８７～５９０

１３ＭｉｃｈａｅｌＪ．Ｏ′Ｃａｌｌａｇｈａｎ，ＤａｖｉｄＪ．Ｗａｒｄ，ＳｔｅｐｈｅｎＨ．Ｐｅｒｌｍｕｔｔｅｒ

犲狋犪犾．．Ｈｉｇｈｌｙ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ｃｏｍｐａｃｔｏｐｔｉｃａｌ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ｏｒｓｕｓｉｎｇＦＬＣ

ＶＬＳＩｓｐａｔｉａｌｌｉｇｈｔｍｏｄｕｌａｔｏｒｓａｎｄｄｉｆｆｒａｃｔｉｖｅｏｐｔｉｃｓ［Ｃ］．犘狉狅犮．

犛犘犐犈，１９９８，３２８９：６０～６７

１４Ｊ．Ｊａｈｎｓ，Ａ．Ｈｕａｎｇ．Ｐｌａｎａｒ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ｒｅｅｓｐａｃｅｏｐｔ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Ｊ］．犃狆狆犾．犗狆狋．，１９８９，２８（９）：１６０２～１６０５

１５Ｓ．Ｒｅｉｎｈｏｒｎ，Ｓ．Ｇｏｒｏｄｅｉｓｋｙ，Ａ．Ａ．Ｆｒｉｅｓｅｍ犲狋犪犾．．Ｆｏｕｒｉｅｒ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ａｐｌａｎａｒｈｏｌ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ｄｏｕｂｌｅｔ［Ｊ］．犗狆狋．犔犲狋狋．，

１９９５，２０（５）：４９５～４９７

１６ＪｉｎＧｕｏｆａｎ，ＹａｎＹｉｎｇｂａｉ，Ｗｕ Ｍｉｎｘｉａｎ．犅犻狀犪狉狔犗狆狋犻犮狊 ［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ｆｅｎｃ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８９～１１０

　 金国藩，严瑛白，邬敏贤．二元光学［Ｍ］．北京：国防工业出版

社，１９９８．８９～１１０

１７ＤｅｎｇＳｈａｏｇｅｎｇ，ＬｉｕＬｉｒｅｎ，ＬａｎｇＨａｉｔａｏ犲狋犪犾．．Ｓｐａｃｅｖａｒｉａｎｔ

Ｆｒｅｓｎｅｌｊｏｉｎｔ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ｏｒ［Ｊ］．犃犮狋犪犗狆狋犻犮犪犛犻狀犻犮犪，２００６，

２６（４）：６２１～６２４

　 邓绍更，刘立人，郎海涛 等．空变菲涅耳联合变换相关器［Ｊ］．光

学学报，２００６，２６（４）：６２１～６２４

９３７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