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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提出了一种基于菲佐干涉仪的并联复用光纤法 珀加速度传感器的解调原理及系统，其中光纤法 珀加速度

传感器是基于惯性质量引起法 珀腔腔长变化实现加速度传感的原理。针对此并联复用系统，建立了菲佐干涉仪

的相对输出光强与光纤法 珀加速度传感器的法 珀腔腔长和菲佐干涉仪的厚度之间的关系模型，进一步建立了基

于菲佐干涉仪的光纤法 珀加速度传感器系统的加速度传感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对菲佐干涉仪解调并联复用光

纤法 珀加速度传感器信号的原理进行了数值仿真，并对基于菲佐干涉仪解调的多通道光纤法 珀加速度传感器并

联复用能力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数值仿真结果和理论分析相吻合，菲佐干涉仪解调多通道光纤法 珀加速

度传感器并联复用系统具有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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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光纤加速度传感器与其它加速度传感器相比具

有体积小、灵敏度高、性能稳定、抗电磁干扰能力强

和能进行远程信号处理等优点［１］，在振动测试、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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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监测和航空航天等领域具有良好的应用前

景［２～９］。根据工作原理的不同，常用的光纤加速度

传感器可分为强度调制型［１０］和相位调制型［１１～１４］两

种。其中相位调制型光纤加速度传感器可分为法

珀（ＦａｂｒｙＰéｒｏｔ）型
［１１，１２］、迈克耳孙 （Ｍｉｃｈｅｌｓｏｎ）

型［１３，１４］和 马 赫 曾 德 尔 （ＭａｃｈＺｅｈｎｄｅｒ）型
［１５］。

Ｇｅｒｇｅｓ等
［１２］最早提出并研究了一种基于惯性质量

引起法 珀腔腔长变化实现加速度传感的光纤法 珀

加速度传感器，研究结果表明，光纤法 珀加速度传

感器具有动态范围大和分辨率高等优点，但是上述

文献中只对传感现象和性能进行了初步分析，并没

有给出解调方法和解调后的加速度时间曲线。

光纤法 珀传感器已用于力、变形、位移、温度、

电压、电流和电场等物理量的传感，其常用的解调方

法有强度解调法和相位解调法两种［１６～２６］。强度解

调法实现方式简单，成本低，但是光强容易受光源波

动的影响，传感精度低［１６］。相位解调法主要有条纹

计数法［１７］、傅里叶变换法［１８］、离散腔长变换法［１９］和

菲佐干涉仪解调法［２０～２１］。其中条纹计数法、傅里叶

变换法［１８］和离散腔长变换法［１９］都需要较昂贵的光

谱接收装置，而且解调速度慢，不能用于高频条件

下。基于菲佐干涉仪解调的光纤法 珀传感器及其

复用系统最早由Ｂｅｌｌｅｖｉｌｌｅ等
［２１］提出，但是相关文

献中并没有对其具体原理进行论证。直到目前，菲

佐干涉仪解调法仅限于用在测量应变和温度等低频

条件下的光纤法 珀传感器的解调，而用于高频条件

下的光纤法 珀加速度传感器及其复用系统尚未见

报道。

菲佐干涉仪解调法不需要昂贵的宽带光源和光

谱接收器件，也没有运动部件，不仅可以降低解调成

本，而且能够满足解调系统长期的稳定性和高精度的

要求。此外，菲佐干涉仪解调法可以实现光纤法 珀

传感器复用信号的解调。因此，针对开发的光纤法

珀加速度传感器，提出了一种基于菲佐干涉仪的多通

道并联复用光纤法 珀加速度传感器的解调原理与方

法，建立了菲佐干涉仪的输出相对光强与光纤法 珀

加速度传感器的法 珀腔腔长和菲佐干涉仪的厚度之

间的关系模型，进一步建立了基于菲佐干涉仪的光纤

法 珀加速度传感器系统的加速度传感的理论模型，

并进行了数值仿真和复用能力的分析。

２　原理及系统

基于菲佐干涉仪解调的多通道并联复用光纤

法 珀加速度传感器的原理系统如图１所示。其中

第犻个光纤法 珀加速度传感器ＦＰＡ犻（犻＝１，２，…，

６）的工作原理和结构如图２所示。解调系统原理如

图３所示。根据图１，宽带光源通过光纤隔离器进

入２×２光纤耦合器（仅一个输出端使用），再连接到

１×６的光纤耦合器上（以六通道为例进行分析），将

输入光分成６个部分接入并联复用的６个光纤法

珀加速度传感器ＦＰＡ１，ＦＰＡ２，ＦＰＡ３，ＦＰＡ４，ＦＰＡ５

和ＦＰＡ６。６个光纤法 珀加速度传感器经过反射和

干涉后产生的输出光信号通过１×６耦合器输入到

２×２耦合器中，再通过输出光纤依次进入光纤准直

器、柱形透镜和菲佐干涉仪，最后在线阵ＣＣＤ中将

光信号转换成电信号，并根据菲佐干涉仪解调原理

求解得到加速度输出，其中各光学元件间采用单模

光纤连接。

根据图２（ａ），光纤法 珀加速度传感器主要由光

纤准直器、弹性膜片和附着在弹性膜片上的平面反

射镜与惯性质量构成，其中光纤准直器和平面反射

图１ 菲佐干涉仪解调多通道并联复用光纤法 珀加速度传感器的原理

Ｆｉｇ．１ Ｄｅ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ｔｈｅｍｕｌｔｉｃｈａｎｎｅｌ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ｘｅｄＦａｂｒｙＰéｒｏｔｆｉｂｅｒｏｐｔｉｃａｃｃｅｌｅｒｏｍｅｔｅｒｓｉｎ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ｂａｓｅｄｏｎａＦｉｚｅａｕ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ｅｒ

７７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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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光纤法 珀加速度传感器。（ａ）结构原理；（ｂ）实物图

Ｆｉｇ．２ ＦａｂｒｙＰéｒｏｔｆｉｂｅｒｏｐｔｉｃａｃｃｅｌｅｒｏｍｅｔｅｒ．（ａ）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ｂ）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

图３ 菲佐干涉仪原理

Ｆｉｇ．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ｔｈｅＦｉｚｅａｕ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ｅｒ

镜构成法 珀腔。当传感器受到沿弹性膜片轴向的

加速度激励时，惯性质量在惯性作用下引起的弹性

膜片变形使得法 珀腔腔长发生变化，从而改变反射

和干涉后的输出光的相位。如图２所示。光纤法

珀加速度传感器ＦＰＡ犻（犻＝１，２，…，６）静止（没有加

速度作用）时的法 珀腔腔长为犔犻０，当ＦＰＡ犻受到加

速度激励时法 珀腔腔长变化量为Δ犔犻，ＦＰＡ犻 的瞬

时法 珀腔腔长犔犻为

犔犻＝犔犻０＋Δ犔犻． （１）

　　由于法 珀腔腔长变化量和光纤法 珀加速度传

感器感受到的外界加速度之间存在线性关系［１２］，式

中Δ犔犻可以写成

Δ犔犻＝犽犪犻， （２）

式中犪犻为作用在ＦＰＡ犻敏感轴向上的加速度，光纤

法 珀加速度传感器的灵敏度犽为

犽＝
３犿狉２（１－ν

２）

π犈犺
３

（狉／犫）２－１
４（狉／犫）２

－
ｌｎ２（狉／犫）
（狉／犫）２－［ ］１ ，（３）

式中犿为ＦＰＡ犻 的惯性质量，犫为圆形质量块的半

径，狉，犺，犈和ν分别为弹性膜片的工作半径、厚度和

杨氏模量和泊松比。

通过对输出光相位的解调，得到法 珀腔腔长的变

化量Δ犔犻，然后根据（２），（３）式即可求解出被测加速度犪犻。

菲佐干涉仪解调法（也称互相关解调法）实质上

是一种腔长匹配法。根据图１和３，光楔的入射光为

光纤法 珀加速度传感器输出的干涉光信号，根据相

关原理，在光楔厚度与光纤法 珀加速度传感器的法

珀腔腔长相等处透射输出的相对光强存在极大值。

因此，通过测量透射输出相对光强极大值处对应的光

楔的厚度就可以得到光纤法 珀加速度传感器的法

珀腔腔长。根据图３，当光楔上下两表面反射率相等

时，在光楔厚度为犾（狓）处的透射输出光强为
［２７］

犐ｃｏ（犾）＝∫
λｍａｘ

λｍｉｎ

（１－犚Ｆ）
２

１＋犚
２
Ｆ－２犚Ｆｃｏｓ［４π犾（狓）／λ］

×

∑
６

犻＝１

犐ｒ（犔犻，λ）ｄλ， （４）

式中下标ｃｏ表示相干光，λ为光的波长，λｍｉｎ 和λｍａｘ

分别表示宽带光源的最小和最大波长，犚Ｆ 为光楔的

表面反射率，犐ｒ（犔犻，λ）为ＦＰＡ犻的输出光强，犾（狓）为

楔角内任意位置狓处的间隙（坐标原点位于光楔的

顶角位置），犾（狓）和犐ｒ（犔犻，λ）
［１９］分别由下式确定

犾（狓）＝狓ｓｉｎθ， （５）

犐ｒ（犔犻，λ）＝
２犚ＦＰ犻［１－ｃｏｓ（４π犔犻／λ）］

１＋犚
２
ＦＰ犻－２犚ＦＰ犻ｃｏｓ（４π犔犻／λ）

犐ｓ（λ），（６）

式中θ为光楔的夹角，犚ＦＰ犻 为ＦＰＡ犻 的法 珀腔的反

射率，下标ｒ表示光纤法 珀加速度传感器法 珀腔

的反射光，犐ｓ（λ）为传感器入射光光强。

为了讨论方便，定义光纤法 珀加速度传感器的

输出信号通过光楔后的输出相对光强为

犐ｏ（犾）＝
犐ｃｏ（犾）

犐ｓ（λ）
． （７）

　　当犚ＦＰ犻和犚Ｆ取较小的值时，可以用双光束干涉近

似法 珀腔的多光束干涉，因此输出相对光强可表示为

犐ｏ（犾）＝∑
６

犻＝１∫
λｍａｘ

λｍｉｎ

２犚ＦＰ犻－２犚ＦＰ犻ｃｏｓ
４π犔犻（ ）λ

×

（１－２犚Ｆ）－２犚Ｆｃｏｓ
４π犾［ ］λ

ｄλ， （８）

令犚ＦＰ犻 ＝犚Ｆ，犃＝２犚Ｆ，犅＝－２犚Ｆ，犆＝１－２犚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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犐１ ＝∫
λｍａｘ

λｍｉｎ

犃犆犱λ，犐２（犔犻）＝∫
λｍａｘ

λｍｉｎ

犆犅∑
６

犻＝１

ｃｏｓ
４π犔犻

λ
ｄλ，

犐３（犾）＝∫
λｍａｘ

λｍｉｎ

犃犅ｃｏｓ
４π犾

λ
ｄλ，

犐４（犔犻，犾）＝
犅２

２∫
λｍａｘ

λｍｉｎ

∑
６

犻＝１

ｃｏｓ
４π（犔犻＋犾）

λ
ｄλ，

犐５（犔犻，犾）＝
犅２

２∫
λｍａｘ

λｍｉｎ

∑
６

犻＝１

ｃｏｓ
４π（犔犻－犾）

λ
ｄλ，

则（８）式可写为

犐ｏ（犾）＝６犐１＋犐２（犔犻）＋６犐３（犾）＋

犐４（犔犻，犾）＋犐５（犔犻，犾）． （９）

图４ 菲佐干涉仪的输出相对光强

Ｆｉｇ．４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ｉｇｈｔ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ｏｕｔｐｕｔｆｒｏｍｔｈｅ

Ｆｉｚｅａｕ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ｅｒ

　　（９）式确定了菲佐干涉仪的输出相对光强与并

联复用的光纤法 珀加速度传感器的法 珀腔腔长和

菲佐干涉仪厚度之间的关系，（９）式确定的总相对输

出光强与菲佐干涉仪厚度的关系如图４所示，图中

狆１，狆２，…，狆６ 分别为输出相对光强的６个极大值，

表现为ＣＣＤ上的亮条纹。（９）式中右边第一项６犐１

为菲佐干涉仪的相对输出光强中与腔长犔和菲佐

干涉仪厚度犾均无关；第二项犐２ 与腔长犔有关但与

菲佐干涉仪厚度犾无关，在图像上表现为光强总体

曲线向上平移６犐１＋犐２。第三项６犐３ 为菲佐干涉仪

的输出相对光强中仅与菲佐干涉仪厚度犾有关的

项，且变化幅度随着犾的增大而变小。第四项犐４ 的

等效腔长（犔犻＋犾）有６个，分别为６个传感器法 珀

腔腔长和菲佐干涉仪厚度之和，由于这６个等效腔

长均大于６个法 珀腔腔长犔犻 和菲佐干涉仪厚度犾

中任何一个，这就决定了这些等效腔长极易超过光

源的相干长度，因此它比第三项犐３ 的干涉条纹少得

多，几乎没有体现出明显的干涉条纹，就己经进入白

光的非干涉状态。第五项犐５ 的等效腔长（犔犻－犾）分

别是６个法 珀腔腔长与菲佐干涉仪厚度之差，当

犾＝犔犻时取得极大值，而这一项也就是本系统中的

决定性因素，也即确定了菲佐干涉仪上第犻个亮条

纹狆犻的位置狓犻 ｍａｘ［犐
ｏ
（犾）］。该亮条纹处菲佐干涉仪的

厚度与ＦＰＡ犻的法 珀腔腔长相等，可表示如下

犔犻＝犾狓犻 ｍａｘ 犐
ｏ
（犾［ ］｛ ｝） ， （１０）

式中狓犻 ｍａｘ［犐
ｏ
（犾）］为狆犻处对应的狓值。

根据（１），（５）和（１０）式，可得到ＦＰＡ犻 的法 珀

腔腔长变化量为

Δ犔犻＝狓犻 ｍａｘ［犐
ｏ
（犾）］ｓｉｎθ－犔犻０， （１１）

（１１）式确定了ＦＰＡ犻的法 珀腔腔长变化量与光楔上

亮条纹的位置关系。根据（２）和（１１）式，ＦＰＡ犻的加速

度犪犻与光楔亮条纹的位置狓犻 ｍａｘ［犐
ｏ
（犾）］之间的关系为

犪犻＝
狓犻 ｍａｘ 犐

ｏ
（犾［ ］）ｓｉｎθ－犔犻０

犽
， （１２）

（３）和（１２）式确定了基于菲佐干涉仪的光纤法 珀加

速度传感器系统的加速度解调理论模型。根据

（１２）式，通过测量光楔上亮条纹的位置即可实现多

通道并联复用光纤法 珀加速度传感器的解调。

３　菲佐干涉仪解调多通道光纤法 珀

加速度传感器并联复用能力

对于菲佐干涉仪解调光纤法 珀加速度传感器

并联复用的系统，光纤法 珀加速度传感器的复用能

力越强，单解调系统所能解调的传感器数量越多，测

量成本就越低。影响光纤法 珀加速度传感器复用

能力的因素主要有三个：解调系统所能分辨的两传

感器之间的最小腔长差，单个传感器的腔长变化范

围和菲佐干涉仪的最大厚度。下面分别予以讨论。

１）系统所允许的最小腔长差

根据（６）式，两个光纤法 珀加速度传感器并联

复用的总的输出信号可以表示为［２０］

犐ｒ（υ）＝ ２犈＋犉１ｃｏｓ
４π犔犻υ（ ）犮［ ＋

犉２ｃｏｓ
４π犔犻＋１υ（ ）］犮

犐ｓｅｘｐ －
（υ－υｐ）

２

２σ
２［ ］
υ

， （１３）

式中υ为光源的频率，υｐ表示光源中心波长的频率，συ

表示高斯光源频率方差，犮为光速，犔犻和犔犻＋１ 分别表

示两个复用的光纤法 珀加速度传感器的法 珀腔腔

长，犈，犉１和犉２均表示与光纤法 珀加速度传感器反射

率有关的常数。令犉１ ＝犉２＝犉，（１３）式可表示为

犐ｒ（υ）＝２犐ｓ 犈＋犉ｃｏｓ
２πυ（犔犻＋犔犻＋１）［ 犮

×

ｃｏｓ
２πυ（犔犻－犔犻＋１）］犮

ｅｘｐ －
（υ－υｐ）

２

２σ
２［ ］
υ

．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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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１４）式，复合信号可以看成是空间“频率”

为犔犻＋犔犻＋１ 的周期信号，其幅度除受到高斯函数的

调制外，还受到“频率”为 犔犻＋１－犔犻 的周期信号的

调制。令Δδ犔 ＝犔犻＋１－犔犻，则差频信号周期为１／Δδ犔。

当υ＝υｐ±３συ时，光源光强已由犐ｓ降至０．０１１犐ｓ。也

就是说，当１／Δδ犔 ≤６συ 时，在光源有效范围内才能

观察到差频信号的一个整周期。因此，可以认为两个

传感器复用时的最小腔长差Δδ犔 为

Δδ犔 ≥
１

６συ
＝
λ
２
ｐ

６σλ
， （１５）

式中σλ 表示高斯光源的波长带宽，λｐ 为峰值波长。

由（１５）式可知，光源带宽越宽，越易于分辨两个腔长

相近的信号。

２）单个传感器的腔长变化范围

单个传感器的腔长变化范围与加速度引起的弹

性膜片振动位移有关。对于图２所示的膜片型光纤

法 珀加速度传感器，根据（２）和（３）式，其腔长变化

范围可以通过调整传感器的结构参数进行控制。

３）菲佐干涉仪最大厚度

当解调系统所允许的两传感器之间的最小腔长

差和单个传感器的腔长变化范围确定后，所能复用传

感器的数量则完全由菲佐干涉仪的最大厚度来确定。

菲佐干涉仪的最大厚度犾ｍａｘ与光纤法 珀加速

度传感器腔长犔犻和光源相干长度犾ｃ的关系是

犾ｍａｘ－犔犻 ≤犾ｃ， （１６）

式中光源的相干长度犾ｃ为

犾ｃ＝
λ
２

Δλ
， （１７）

式中Δλ是光源的线宽。根据（１６）和（１７）式，光源

的线宽越小，相干长度越大，光纤法 珀加速度传感

器的法 珀腔腔长能达到的最大值也越大，从而能复

用的光纤法 珀加速度传感器越多。由图４可知，当

多个光纤法 珀加速度传感器复用时，在菲佐干涉仪

厚度小于１０μｍ的地方，显示的是（９）式中第三项

６犐３（犾）的单边衰减条纹。所以在复用时传感器的法

珀腔腔长不能小于１０μｍ，避免腔长匹配点狆犻 太

靠近犾＝０附近的单边衰减干涉条纹，以便保证准确

地读出狆犻位置。因此，在讨论菲佐干涉仪最大厚度

与传感器复用个数的关系时，必须考虑菲佐干涉仪

厚度小于１０μｍ部分。根据（１５）和（１７）式，假定单

个传感器腔长最大变化为Δ犔犻ｍａｘ，则菲佐干涉仪的

最大厚度犾ｍａｘ与传感器的复用个数狀之间的关系由

下式决定

狀≤
犾ｍａｘ－犾０

Δδ犔＋２Δ犔犻ｍａｘ
， （１８）

式中犾０＝１０μｍ，表示在多个传感器复用时菲佐干

涉仪厚度小于１０μｍ的部分不能准确确定狆犻 的位

置。根据（１６）和（１８）式，菲佐干涉仪的最大厚度越

大、光源相干长度越长、系统所能分辨的两传感器之

间的最小腔长差越小以及单个传感器腔长最大变化

范围越小，系统所能复用的传感器数目就越多。

根据上面复用特性分析可知，只要光纤法 珀加

速度感器腔长从上文中提到的１）和３）两个方面考

虑，再根据２）选择合适的光源，菲佐干涉仪解调系

统就能够实现多个并联光纤法 珀加速度传感器的

解调。

４　数值仿真及讨论

考虑６个光纤法 珀加速度传感器的初始腔长

分别为犔１＝１５μｍ，犔２＝３０μｍ，犔３＝４２μｍ，犔４＝

５４μｍ，犔５＝６３μｍ和犔６＝７８μｍ，６个光纤法 珀

加速度传感器的灵敏度均为犽＝０．５μｍ／犵ｎ（犵ｎ 为

标准自由落体加速度）菲佐干涉仪楔角θ＝０．０５°。

光源为波长在４００～７００ｎｍ之间的白光光源。作

用于光纤法 珀加速度传感器的激励信号为正弦振

动激励［犃ｓｉｎ（２π犳狋＋φ）］，分两种情况：１）初相位不

同（φ１＝π／４，φ２＝π，φ３＝０，φ４＝π／３，φ５＝２π／３和

φ６＝０）、振幅和频率相同，２）频率不同（犳１＝４０Ｈｚ，

犳２＝５０Ｈｚ，犳３＝６０Ｈｚ，犳４＝７０Ｈｚ，犳５＝８０Ｈｚ和

犳６＝９０Ｈｚ）、振幅和相位相同。光纤法 珀加速度

传感器出射光经菲佐干涉仪解调的数值仿真结果分

别如图５和６所示。

图５（ａ）和５（ｂ）分别为６个并联复用的光纤法

珀加速度传感器受到初相位为φ１，φ２，…，φ６，振动

频率均为８０Ｈｚ和振幅均为２μｍ的正弦振动激励

时出射光经菲佐干涉仪解调后的相对光强峰值与时

间和菲佐干涉仪厚度的变化曲线和菲佐干涉仪解调

出的加速度时间曲线。在图５（ａ）中，光强峰值曲线

狆１，狆２，…，狆６ 分别表示初始腔长为犔１，犔２，…，犔６ 的

６个光纤法 珀加速度传感器在振动激励作用下通

过菲佐干涉仪后的输出相对光强曲线。根据

图５（ａ），光纤法 珀加速度传感器经菲佐干涉仪后

的输出相对光强随时间成正弦曲线变化，与输入的

外界振动情况一致，菲佐干涉仪出射光的相对光强

极大值与光纤法 珀加速度传感器的腔长完全匹配。

根据图５（ｂ），菲佐干涉仪解调出的加速度时间曲线

为幅度均为０．０８０６犵ｎ、频率均为８０Ｈｚ和相位分别

为φ１，φ２，…，φ６ 的正弦曲线，与输入振动的加速度

时间曲线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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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不同相位正弦激励下菲佐干涉仪解调的输出。（ａ）相对光强与时间和菲佐干涉仪厚度的变化曲线；

（ｂ）并联光纤法 珀加速度传感器的加速度时间曲线

Ｆｉｇ．５ ＯｕｔｐｕｔｆｒｏｍｔｈｅＦｉｚｅａｕ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ｅｒｗｈｅｎｔｈｅＦＰＡｓａｒｅｅｘｃｉｔｅｄｂｙｓｉｎｕｓｏｉｄａｌ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ｈａｓ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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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不同频率（犳１，犳２，…，犳６）正弦激励下菲佐干涉仪解调的输出。（ａ）相对光强与时间和菲佐干涉仪厚度的变化曲线；

（ｂ）并联光纤法 珀加速度传感器的加速度时间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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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ｉｎ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图６（ａ）和６（ｂ）分别为６个并联复用光纤法 珀

加速度传感器受到振动频率为犳１，犳２，…，犳６，振幅

均为２μｍ和初相位均为π／４的正弦振动激励时出

射光经菲佐干涉仪解调后的相对光强峰值与时间和

菲佐干涉仪厚度的变化曲线和菲佐干涉仪解调出的

加速度时间曲线。根据图６（ａ），光强峰值曲线狆１，

狆２，…，狆６ 与输入的振动频率、振幅和相位严格一

致。根据图６（ｂ），菲佐干涉仪解调出的６条加速度

时间曲线为振幅均为０．０８０６犵ｎ、相位均为π／４、频

率分别为犳１，犳２，…，犳６ 的正弦曲线，与输入振动的

加速度时间曲线一致。

图５和６的数值仿真结果表明，菲佐干涉仪能

够准确、实时地解调多通道并联复用的光纤法 珀加

速度传感器的输出信号。

５　结　　论

提出了一种基于菲佐干涉仪的多通道并联复用

光纤法 珀加速度传感器的解调原理与方法，建立了

菲佐干涉仪的输出相对光强与光纤法 珀加速度传

感器的法 珀腔腔长和菲佐干涉仪的厚度之间的关

系模型，进一步建立了基于菲佐干涉仪的光纤法 珀

加速度传感器系统的加速度传感的理论模型。在此

基础上对菲佐干涉仪解调光纤法 珀加速度传感器

信号的原理进行了数值仿真。并对基于菲佐干涉仪

解调的多通道光纤法 珀加速度传感器并联复用的

能力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数值仿真结果和

理论分析结果相吻合，菲佐干涉仪解调多通道并联

复用光纤法 珀加速度传感器系统具有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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