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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制出基于长程轮廓测量仪原理的 ＷｏｌｔｅｒＩ型反射镜面形检测装置。为提高该装置测量精度，重点介绍在

原有装置基础上所做的扫描光学系统结构和探测器件两方面的改进。利用五角棱镜的光学特性消除导轨运动误

差；用位置敏感探测器替代ＣＣＤ探测器，提高面形检测装置的理论测量分辨率。对改进后新面形检测装置进行定

标和样品实测实验，并与原实验数据进行比较。结果表明：新面形检测装置倾斜度测量均方根误差为１．７μｒａｄ，轮

廓高度测量误差峰谷（ＰＶ）值为５６ｎｍ，测量精度明显提高。为下一步精细加工 ＷｏｌｔｅｒＩ型反射镜面形奠定了

基础。

关键词　测量；ＷｏｌｔｅｒＩ型反射镜面形；表面轮廓扫描；倾斜度误差；位置敏感探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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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光学加工与光学检测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精

密加工必须有精密的检测手段和检测装置作为基础

和保证。ＷｏｌｔｅｒＩ型非球面反射镜由一个旋转抛物

０４１２００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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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和旋转双曲面组成，常用非球面面形检测方

法［１～４］无法检测这种特殊结构反射镜。众所周知，

光学表面各点法线矢量方向决定其反射光束方向，

各点之间的表面倾斜度变化可通过对法线矢量的测

量得到，对倾斜角度积分进而得到表面轮廓形貌。

轮廓有线轮廓和面轮廓之分。长程轮廓测量仪正是

基于此原理的线轮廓扫描测量装置，它通过顺序扫

描被测面同方向若干条线轮廓，继而拼接出被测面

的面轮廓。目前国际上长程轮廓测量仪在大尺度、

非球面反射镜面形检测中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

用［５～９］。

为满足实验室 ＷｏｌｔｅｒＩ型反射镜精密加工与

面形在线检测的需要，根据长程轮廓测量仪原理，搭

建了一套 Ｗｏｌｔｅｒ反射镜面形检测装置并进行了一

系列实验，取得了不错的结果［１０］。但是仍有潜在误

差源影响该装置的测量精度。本文重点介绍新的

ＷｏｌｔｅｒＩ型反射镜面形检测装置的系统结构、工作

原理以及针对部分误差源的重要改进措施。

２　ＷｏｌｔｅｒＩ型反射镜面形检测装置

２．１　面形检测装置结构及工作原理

作为实验室研制的 ＷｏｌｔｅｒＩ型筒状非球面反

射镜精密研抛设备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反射镜面形

检测装置的工作原理与长程轮廓测量仪基本相同。

图１是该装置光学系统示意图。

图１ 面形检测装置光学系统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Ｏｐｔｉｃａｌ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ｏｆｓｕｒｆａｃｅｐｒｏｆｉｌｅ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ｄｅｖｉｃｅ

一束准直激光射入分光棱镜（ＢＳ）被分成两束

光，一束射向参考反射镜（ＲＥＦ），另一束经过五角棱

镜转折射向被测反射镜（ＭＵＴ）。反射后两束光再

经过分光棱镜转折，最后通过傅里叶变换透镜（ＦＴ

ｌｅｎｓ）会聚到位于透镜焦面的位置敏感探测器

（ＰＳＤ）上。折叠反射镜用来转折光路，使光学系统

的结构更加紧凑。

此面形检测装置的光学系统本质上是一个角

度 位移变换系统（图２），它利用傅里叶变换透镜将

角度的变化，转换成位置的改变。通过对位置变化

量的测量，经过计算公式转换，即可得到角度的变

化值。

图２ 角度 位移变换系统基本原理

Ｆｉｇ．２ Ｂａｓｉｃ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ａｎｇｌ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假设反射镜的角度变化为α，探测器面上的位

移为犱，根据几何关系，有

犱＝ｔａｎ（２α）×犳， （１）

由于α很小，可近似认为ｔａｎ（２α）≈２α，代入（１）式，

即

犱＝２α犳， （２）

α＝犱／（２犳）． （３）

　　五角棱镜沿着被测反射镜的一条线轮廓顺序扫

描，ＰＳＤ记录下每一点相对参考点的位移量，根据

（３）式即可得到每一点相对于参考面的倾斜度值，应

用多项式拟合求出其倾斜度曲线犳ｓｌｏｐｅ（狓），再对该

曲线进行积分

犳ｈｅｉｇｈｔ（狓′）＝∫犳ｓｌｏｐｅ（狓）ｄ狓， （４）

即可得到该条线轮廓高度曲线。然后分别对被测面

同一方向若干条线轮廓进行扫描，用计算机程序进

行数据拼接，便可获得被测面的整体面形轮廓。

２．２　改进措施

与改进前的检测装置［１０］相比，新 ＷｏｌｔｅｒＩ型反

射镜面形检测装置主要有两方面的改进。一是扫描

光学系统结构不同；二是接收光信号的探测器不同。

新反射镜面形检测装置改进了扫描光学系统结

构，采用扫描光学系统（包括激光器、分光棱镜、参考

反射镜、傅里叶变换透镜及探测器）与被测反射镜均

保持不动，只有五角棱镜跟随导轨进行扫描的方

式［１１］（图１）。

如图３所示的坐标系中，五角棱镜跟随导轨沿

犣轴方向移动扫描。导轨的运动误差给五角棱镜，

使其产生偏摆（绕犢 轴转动）、俯仰（绕犡轴转动）和

滚动（绕犣轴转动）三种姿态误差。根据五角棱镜

０４１２００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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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光学特性，在主截面内 （犡犣面）出射光线方向始

终与入射光线相垂直，即保持９０°不变
［１２～１４］。这样导

轨运动误差引起五角棱镜的偏摆误差可忽略不计。

五角棱镜的俯仰和滚动误差会导致出射光垂直扫描

方向的位置改变，影响扫描方向的直线性。如图４所

示。假设五角棱镜俯仰滚动误差使扫描光束与犡犣

面的夹角为α，在距离五角棱镜犔的定标平面上，扫

描光束在犢 方向（垂直扫描方向）有小偏移量犺。经

过光学系统后，这一偏移会在像面上产生同方向的

偏移犱。根据图４中的几何关系有

ｔａｎα＝犱／犳，

犺＝犔×ｔａｎα＝犔×
犱

犳
， （５）

图３ 以五角棱镜三条直角边建立空间坐标系

Ｆｉｇ．３ 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ｏｆｐｅｎｔａｐｒｉｓｍ

图４ 犡犢 面内扫描光束反射光路示意图

Ｆｉｇ．４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ｓｃａｎｎｉｎｇｂｅａｍ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ｉｎ犡犢ｐｌａｎｅ

　　经过实验测定，在该装置测量量程（１００ｍｍ）范

围内，光束在像平面上垂直于测量方向的位置变化

犱＜２００μｍ（图５）。五角棱镜与定标平面距离犔＝

８１ｍｍ（此数值为 Ｗｏｌｔｅｒ反射镜径向截面最大半

径），透镜焦距犳＝５００ｍｍ。根据（５）式计算，可以

得出五角棱镜俯仰和滚动误差产生的垂直扫描方向

的角度偏差α≈０．０２３°，扫描光束在定标面上犢 方

向的偏移犺＜３３μｍ。对于直径为２ｍｍ的扫描光

束，其犢 方向中心偏移量仅为光斑大小的１．６％，测

量时此偏移可忽略。

另一方面，Ｗｏｌｔｅｒ反射镜筒径向截面形状是圆

（犡犢 面内），而轴向则是离轴抛物线（犡犣 面内）。

图５ 像面上垂直测量方向的光束偏移

Ｆｉｇ．５ Ｌｉｇｈｔ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ｐｅｒｐｅｎｄｉｃｕｌａｒｔｏ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ｌｉｎｅｉｎｔｈｅｉｍａｇｅｐｌａｎ

从局部看，径向反射面倾斜度变化比轴向反射面倾

斜度变化大得多。扫描光束沿犡 轴入射到 Ｗｏｌｔｅｒ

反射镜面待测母线上一点（更准确地说应该是一个

小区域，如图６所示，轴向犡犣 面内光线反射未画

出），反射后光束在犡犢 面比犡犣面发散得更厉害，

原来的圆形光斑变成了条状细光线（图７）。采用一

维线阵ＰＳＤ作为探测器接收光信号，其测量方向（犣

轴方向）与细光线方向正交。当扫描光束在犢 方向

有微小偏移时，像面上的反射细光线也会有相应偏

移，这个偏移与要测量的光信号的位移方向正交，不

会对测量值产生影响。

图６ 犡犢 面内 Ｗｏｌｔｅｒ反射镜面反射光路示意图

Ｆｉｇ．６ Ｏｐｔｉｃａｌ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ｏｆｒａｄｉａｌ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Ｗｏｌｔｅｒｍｉｒｒｏｒｉｎ犡犢ｐｌａｎｅ

图７ ＣＣＤ拍摄的 Ｗｏｌｔｅｒ镜反射后在像面上

形成的细光线

Ｆｉｇ．７ Ａｂｅａｍｏｆｌｉｇｈｔ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ｆｒｏｍＷｏｌｔｅｒ

ｍｉｒｒｏｒｉｎｔｈｅｉｍａｇｅｐｌａｎｅｃａｐｔｕｒｅｄｂｙＣＣ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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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反射镜面形检测装置采用ＰＳＤ取代ＣＣＤ作

为探测器接收光信号。ＰＳＤ是一种利用半导体的

“横向光电效应”制成的光电探测器，具有很高的灵

敏度、良好的瞬态效应特性和很快的响应速度，广泛

应用于激光测距、光学远程控制设备、距离传感器以

及光学开关等［１５～１８］领域。ＰＳＤ由ＰＩＮ光电二极管

和信号处理电路组成（图８）。

图８ ＰＳＤ的结构示意图

Ｆｉｇ．８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ｏｆ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ＰＳＤ

入射光点照射在光电二极管的光敏面上，产生

向两侧电极流动的光电流。由两极输出的电流分别

与光点到两极的距离成反比。设两极间有效距离为

犔，两极流出电流分别为犐１ 和犐２，入射光点距光敏

面中心位置为犡，则

犐２
犐１
＝
犔＋２犡
犔－２犡

， （６）

犡＝
犐２－犐１
犐２＋犐１

·犔
２
． （７）

　　基于上述原理，ＰＳＤ可以探测光信号的微小位

移变化，而ＣＣＤ测量的最小位移量则受像素尺寸的

限制。采用的是日本滨松公司Ｓ３９３２型一维线阵

ＰＳＤ，位置分辨率为０．３μｍ。比之前采用ＣＣＤ探

测器（像素尺寸６．５μｍ）位置分辨率提高了一个量

级。为保证光学系统结构紧凑，减小空气扰动影响，

换用犳＝５００ｍｍ的短焦距傅里叶变换透镜。新面

形检测装置的倾斜度分辨率为

δ狊＝Δ狊／２犳＝０．３μｒａｄ． （８）

３　实　　验

３．１　稳定性测试

作为衡量检测仪器性能的一种有效方法，稳定性

测试能够反映仪器结构设计的合理性和测量数据的

可靠性。工作时间内仪器的稳定性越高，测量结果重

复性和可信度越高。新面形检测装置完成一次全程

扫描需要６０ｍｉｎ。图９给出了该装置单点稳定性测

试结果：在６０ｍｉｎ内倾斜度变化为０．８５μｒａｄ／ｈ（均

方根值）。

图９ 新检测装置单点稳定性测试

Ｆｉｇ．９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ｏｎｎｅｗ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ｄｅｖｉｃｅ

３．２　检测装置定标

采用定标原检测装置用过的同一块标准平面镜，

选取平面镜上同一条直径作为基准线，来标定改进后

的反射镜面形检测装置（图１０）。此标准平面镜（口径

Φ＝１００ｍｍ）由ＺＹＧＯ公司制造，所选基准线轮廓高

度曲线峰谷（ＰＶ）值为λ／３０（λ＝６３２．８ｎｍ）。

图１０ 新检测装置定标示意图

Ｆｉｇ．１０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ｏｆｎｅｗ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ｄｅｖｉｃｅ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对基准线进行１０次重复扫描，其平均倾斜度曲

线如图１１（ａ）（实线）所示。虚线是基准线的标准倾

斜度曲线，根据其轮廓高度曲线经过微分和多项式

拟合得到。图１１（ｂ）给出原有检测装置基准线倾斜

度测量结果。通过两图对比可看出，新检测装置的

倾斜度测量误差比原有装置大大减小（图１２）。经

过计算，新检测装置的全程倾斜度测量误差为

１．７μｒａｄ（均方根值），结果优于原有装置的６．７μｒａｄ

（均方根值）。

将测得的倾斜度曲线按照（４）式积分，得到轮廓

高度曲线。再减去基准线的标准轮廓曲线，即可得

到基准线的残余高度曲线。如图１３所示，经过计算

新面形检测装置轮廓测量误差ＰＶ值为５６ｎｍ（实

线）；原有装置轮廓测量误差ＰＶ值为１５０ｎｍ（虚

线）。通过对比可知新检测装置轮廓测量精度高于

原有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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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基准线倾斜度测量结果

Ｆｉｇ．１１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ｓｌｏｐｅｏｆｄａｔｕｍｌｉｎｅ

图１２ 检测装置改进前后倾斜度测量误差对比

Ｆｉｇ．１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ｓｌｏｐｅｅｒｒｏｒ

ｂｅｔｗｅｅｎ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ｕｐｇｒａｄｅ

图１３ 残余高度轮廓曲线

Ｆｉｇ．１３ Ｐｒｏｆｉｌｅｏｆ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ｈｅｉｇｈｔ

图１４ ＷｏｌｔｅｒＩ型反射镜结构示意图

Ｆｉｇ．１４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ｏｆＷｏｌｔｅｒｔｙｐｅＩｍｉｒｒｏｒ

３．３　犠狅犾狋犲狉反射镜实测

为验证改进后新面形检测装置性能的提升，测

量了实验室的 ＷｏｌｔｅｒＩ型反射镜样品（图１４），并与

之前的测量结果进行比较。此次测量仍选取抛物

面，每 条母 线 上 （犣 轴 方 向）连 续 采 样 点 间 隔

０．５ｍｍ，犡犢 面圆周每隔１５°扫描一条母线，共

２４ｌｉｎｅ。图１５给出同一条母线的倾斜度对比测量

结果。从图中可看出，装置改进前后测得的倾斜度

曲线形状相似，但改进后测得曲线更接近理想抛物

线倾斜度曲线。经计算，改进后测量抛物线倾斜度

相对理想值的偏差为４８．６μｒａｄ（均方根值），比改进

前测量结果５９．１μｒａｄ（均方根值）有所减小。

图１５ 抛物面同一母线倾斜度测量对比

Ｆｉｇ．１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

ｓａｍ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ｒｉｘｏｆｐａｒａｂｏｌｏｉｄ

将所有测得的倾斜度曲线积分，再减去标准抛

物线即得到抛物面面形结果。经计算，改进前测量

的面形误差ＰＶ值为１．６６μｍ，而改进后测量的面

形误差ＰＶ值为１．５１μｍ。图１６（ａ）和（ｂ）分别是装

置改进前后测量的抛物面表面面形，虽然表面轮廓

形状相似，但改进后测量误差减小，数据更加接近真

实值（反射镜初加工设备面形加工精度在１μｍ左

右），为面形精细加工提供了更可靠的初始参数。

４　结　　论

在实验室原有面形检测装置基础上经过优化结

构、改进部件，消除部分系统误差，增强光学系统稳

定性，研制出新 ＷｏｌｔｅｒＩ型反射镜面形检测装置。

０４１２００７５



光　　　学　　　学　　　报

图１６ Ｗｏｌｔｅｒ反射镜抛物面部分面形对比

Ｆｉｇ．１６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ｐｒｏｆｉｌｅｏｆｐａｒａｂｏｌｏｉｄａｌｓｅｇｍｅｎｔｏｆＷｏｌｔｅｒｍｉｒｒｏｒ

通过定标和样品实测且与原有数据对比分析可知，

新面形检测装置倾斜度测量误差为１．７μｒａｄ（均方

根值），轮廓测量误差ＰＶ值为５６ｎｍ，测量精度比

原有装置明显提高，为下一步精细加工 ＷｏｌｔｅｒＩ型

反射镜面形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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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ｒｆａｃｅｐｒｏｆｉｌｅｏｎｌｉｎｅ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ｄｅｖｉｃｅｕｓｅｄｆｏｒＷｏｌｔｅｒＴｙｐｅＩ

ｍｉｒｒｏｒ［Ｊ］．犗狆狋犻犮狊犪狀犱犘狉犲犮犻狊犻狅狀犈狀犵犻狀犲犲狉犻狀犵，２０１０，１８（８）：

１８０１～１８０６

　 崔天刚，王永刚，马冬梅 等．ＷｏｌｔｅｒＩ型反射镜面形在线检测装

置设计［Ｊ］．光学精密工程，２０１０，１８（８）：１８０１～１８０６

１１ＱｉａｎＳｈｉｎａｎ，ＰｅｔｅｒＺ．Ｔａｋａｃｓ．ＴｈｅｐｅｎｔａｐｒｉｓｍＬＴＰ：Ａｌｏｎｇ

ｔｒａｃｅｐｒｏｆｉｌｅｒ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ｒｙｏｐｔｉｃａｌｈｅａｄａｎｄｍｏｖｉｎｇｐｅｎｔａｐｒｉｓｍ

［Ｊ］．犚犲狏．犛犮犻．犐狀狊狋狉狌犿，１９９５，６６（３）：２５６２～２５６９

１２ＭａＤｏｎｇｍｅｉ，ＨａｎＣｈａｎｇｙｕａｎ．Ｓｙｓｔｅｍ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ｌａｒｇｅｆｌａｔｍｉｒｒｏｒ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ｐｅｎｔａｇｏｎｐｒｉｓｍｓｃａｎｎ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Ｊ］．

犈犾犲犮狋狉狅狀犻犮犕犲犪狊狌狉犲犿犲狀狋犜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狔，２００７，３０（１１）：９０～９５

　 马冬梅，韩昌元．基于五棱镜扫描技术测试大口径平面镜的系统

设计［Ｊ］．电子测量技术，２００７，３０（１１）：９０～９５

１３ＫｕａｎｇＣｕｉｆａｎｇ，ＦｅｎｇＱｉｂｏ，ＬｉｕＢｉｎ犲狋犪犾．．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ｏｎｔｈｅ

ｄ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ｇｌｅｏｆｔｈｅｐｅｎｔａｇｏｎａｌｐｒｉｓｍ ｄｕｅｔｏｄｉｔｈｅｒｉｎｇａｎｄ

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ｇｌｅｅｒｒｏｒ［Ｊ］．犗狆狋犻犮犪犾犜犲犮犺狀犻狇狌犲，２００４，３０（５）：

６１６～６２２

　 匡萃方，冯其波，刘　斌 等．五角棱镜制造角差及抖动对其转向

角的影响［Ｊ］．光学技术，２００４，３０（５）：６１６～６２２

１４ＭａＤｏｎｇｍｅｉ，Ｌｉｕ Ｚｈｉｘｉａｎｇ， Ｍａ Ｌｅｉ犲狋犪犾．．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ｏｆ

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ｅｒｒｏｒｉｎｐｅｎｔａｐｒｉｓｍｓｃａｎｎ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ｇｌｅｅｒｒｏｒｏｎ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ｏｐｔｉｃａｌｓｕｒｆａｃｅ［Ｊ］．犗狆狋犻犮狊

犪狀犱犘狉犲犮犻狊犻狅狀犈狀犵犻狀犲犲狉犻狀犵，２００８，１６（１２）：２５１７～２５２３

　 马冬梅，刘志祥，马　磊 等．五角棱镜扫描系统中调整误差及制

造角差 的 影 响 分 析 ［Ｊ］．光 学 精 密 工 程，２００８，１６（１２）：

２５１７～２５２３

１５ＤｕａｎＪｉｅ，Ｓｕｎ Ｘｉａｎｇｙａｎｇ，ＣａｉＪｉｎｇｈａｉ犲狋犪犾．．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ｔｏＰＳＤｉｎｔｈｅｌａｓｅｒ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ｄｅｔｅｃｔ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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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３６（ｚ１）：２８１～２８４

　 段　洁，孙向阳，蔡敬海 等．ＰＳＤ在激光位移检测系统中的应用

研究［Ｊ］．红外与激光工程，２００７，３６（ｚ１）：２８１～２８４

１６ＤｅｆｅｎｇＺｈｅｎｇ，Ｘｉａｎｇｚｈａｏ Ｗａｎｇ，Ｆｅｎｇ Ｔａｎｇ．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ａｎｇｌ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ｗｉｔｈａ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ｄｅｔｅｃｔｏｒ

［Ｊ］．犆犺犻狀．犗狆狋．犔犲狋狋．，２００７，５（７）：４０３～４０６

１７ＷａｎｇＨｅｎｇ，ＬｉＪｉｅ，ＫｏｕＬｉｌｉ犲狋犪犾．．Ｎｅｗ 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ｌｅ

ｍｕｚｚｌｅｐｏｓｔｕｒｅｔｅｓｔｉｎｇｂａｓｅｄｏｎＰＳＤ［Ｊ］．犈犾犲犮狋狉狅狀犻犮 犇犲狊犻犵狀

犈狀犵犻狀犲犲狉犻狀犵，２０１０，１８（４）：２６～２７

　 王　恒，李　杰，寇丽丽 等．一种基于ＰＳＤ的弹丸炮口姿态测

试新方法［Ｊ］．电子设计工程，２０１０，１８（４）：２６～２７

１８Ｆａｎｇ Ｇｕａｎｍｉｎｇ，Ｃａｏ Ｙｉｐｉｎｇ，ＺｈｏｕＬｉｐｉｎｇ．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ｄｅｔｅｃｔｏｒ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ｅｒｒｏｒ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ｌａｓｅｒｓｐｏｔ

ｕｓｉｎｇｎｅｗｔｈｒｅｅｒａｙｍｏｄｅｌ［Ｊ］．犆犺犻狀犲狊犲犑．犔犪狊犲狉狊，２００９，３６（４）：

９５４～９５８

　 方关明，曹益平，周力萍．采用三线位置敏感探测器定位模型分

析光斑对定位精度的影响 ［Ｊ］．中国激 光，２００９，３６（４）：

９５４～９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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