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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高速线扫描共焦检眼镜使用线光束照明眼底视网膜，同时利用线阵ＣＣＤ对视网膜平面的单次散射线光束

探测成像。系统光学放大率为７倍，横向分辨率小于１０μｍ，对于５８ｋＨｚ线频的１０２４ｐｉｘｅｌ×５１２ｐｉｘｅｌ成像模式，

成像帧频高达１１０ｆｒａｍｅ／ｓ。该系统实现了高分辨率、高帧频模拟人眼实验图像的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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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目前先进的眼底视网膜［１］成像仪器中，基于自

适应的激光共焦［２］扫描检眼镜（ＡＯＣＳＬＯ）能够校

正人眼像差，得到衍射受限的视网膜图像。但因其

采用二维飞点扫描，扫描速度受限，帧频只有每秒

３０帧左右
［３，４］。对于活体人眼，视网膜存在永不停

止的生理性颤动，这些颤动可能存在两个目的：１）复

原由于漂移移动造成的图像移位，使其到先前的视

网膜位置；２）补偿视细胞感光适应移位造成的成像

衰减［５］。当观察物体被固定在视野之中时，眼睛的

移动也要扫过投影的物点大约几个视锥细胞直径距

离，约几十微米的抖动量级［６］。视网膜的生理性颤

动包含复杂的多种频率成分，大约为１０～１００Ｈｚ左

右［７］。对于ＡＯＣＳＬＯ的每秒３０帧低成像帧频，不

仅帧间存在抖动，帧内也存在无法消隐的抖动，使得

帧内图像因抖动而显得模糊，无法对成像结果进行

定量分析。

因此，出现了两类解决视网膜抖动影响的方法：

光束跟踪和事后图像处理。光束跟踪方法对现有

ＡＯＣＳＬＯ系统添加二维扫描跟踪模块，通过对信

标光计算得到视网膜抖动的位置误差信号，然后控

制两片跟踪振镜补偿视网膜抖动［８］。该方法能够解

０１１７０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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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帧间抖动问题，但由于成像帧频并未提高，帧内抖

动问题仍无法克服，同时由于系统添加新的跟踪模

块，系统复杂度和控制难度大为增加。事后图像处

理方法运用图像处理算法对成像结果进行配准，从

而消除抖动的影响［９］。该方法需选取成像结果较好

的参考帧图像，然后对序列图像进行配准处理，无法

消除帧内抖动，同时也容易造成图像边沿信息的

丢失。

上述的两类消视网膜抖动方法均无法消除帧内

抖动，因此，解决帧内抖动问题的重要途径是提高成

像速度。本文提出一种高速线扫描［１０，１１］的共焦检

眼镜系统，用线扫描代替点扫描的共焦成像方法，系

统结构简单，一维扫描精度高，成像速度大大提高，

使得视网膜成像的帧内、帧间抖动大为减少，使得对

视网膜抖动完全校正成为可能。

图１ 高速线扫描共焦检眼镜示意图（ｐ：瞳孔共轭面，

ｒ：视网膜共轭面）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ｏｆ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ｌｉｎｅｓｃａｎｎｉｎｇｃｏｎｆｏｃａｌｌａｓｅｒ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ｓｃｏｐｅ（ｐ：ｐｕｐｉｌｃｏｎｊｕｇａｔｅｐｌａｎｅ，ｒ：ｒｅｔｉｎａ

　　　　　　　　ｃｏｎｊｕｇａｔｅｐｌａｎｅ）

２　高速线扫描共焦检眼镜原理与结构

图１为高速线扫描共焦检眼镜结构图，激光光

源（λ０＝６７０ｎｍ，Δλ＝１０ｎｍ，犘＝１０ｍＷ）发出的发

散光束经透镜组准直扩束为平行光束，然后经过柱

面透镜１（犳＝１００ｍｍ）变换为线光束，线光束经一

片扫描振镜（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公司，６２３０Ｈ系列）扫描后，

再经照明物镜组（两片犳＝６０ｍｍ的双胶合透镜组

成标准４犳透镜组）聚焦照明眼底视网膜。从眼底

视网膜反射回的线光束从瞳孔出射，依次经过照明

物镜组和扫描振镜，被分束镜反射后进入成像光路，

光束被成像物镜（犳＝１５０ｍｍ的双凸透镜）和柱面

透镜２（犳＝１００ｍｍ）聚焦为线状，穿过共焦狭缝到

达线阵 ＣＣＤ成像。采用 ＡＶｉｉＶＡ 公司的 Ｍ２ＣＬ

１０１４线阵ＣＣＤ，其行像素数为１０２４单元，单个像素

大小为１４μｍ，线频为５８ｋＨｚ。

在这个系统中，共焦狭缝紧贴于线阵ＣＣＤ面板

前，对于非眼底视网膜平面的反射光束将被狭缝阻

拦而到达不了线阵ＣＣＤ，只有视网膜平面的成像光

束才能成功通过狭缝，保证了高分辨率的共焦成像。

系统还存在两组互相共轭的平面，一组是人眼视网

膜和线阵ＣＣＤ面板；另一组是人眼瞳孔和扫描振

镜，严格保证这两组平面共轭，从而得到好的成像

质量。

为了最大地利用眼底反射光保证成像质量，分

束镜的反射／透射比为９５／５，激光光源的出射光强

为１０ｍＷ，到达人眼角膜处的光强小于０．５ｍＷ，小

于国标ＧＢ７４２７．１２００１规定的激光产品人眼照射

的最大允许曝光量。

系统的放大倍率犕 由成像物镜决定：

犕 ＝犳ｉｍａｇｅ／犳ｅｙｅ＝１５０／２２≈７， （１）

式中犳ｉｍａｇｅ为成像物镜焦距，犳ｅｙｅ为人眼焦距。从眼

底视网膜反射回的成像光束经成像物镜聚焦后匹配

到线阵ＣＣＤ的探测光敏面尺寸，从而得到最佳的成

像质量。

３　系统电控

高速线扫描共焦检眼镜除了上述的光学结构之

外，还需设计扫描振镜和线阵ＣＣＤ的电控系统。图

２为系统电控原理图，系统采用美国国家仪器公司

的函数控制发生卡（ＮＩＰＣＩ６２２１）驱动扫描振镜，以

及图像采集卡（ＮＩＰＣＩ５１２２）采集图像。函数控制

发生卡产生控制信号驱动扫描振镜，同步地产生图

像采集信号，控制图像采集卡对视网膜图像的采集。

图３为系统电控信号的处理时序图。函数控制

发生卡输出锯齿波驱动振镜扫描，周期犜＝９ｍｓ，正

程、回程比为９，信号幅值则由扫描角度决定。同步

图像采集信号上升沿触发图像采集卡采集图像，场

脉宽为扫描信号上升沿的９０％，控制采集的图像

大小。

由上述的处理时序可知，对应于本文线阵

ＣＣＤ，其线频为５８ｋＨｚ，每幅图像采集５１２条线，则

成像帧频犖 为

犖 ＝５８０００／５１２×９０％ ≈１１０． （２）

０１１７００１２



何　益等：　高速线扫描共焦检眼镜

图２ 基于线扫描的共焦检眼镜控制原理图

Ｆｉｇ．２ Ｃｏｎｔｒｏｌ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ＬＳＯｂａｓｅｄｏｎｌｉｎｅｓｃａｎｎｉｎｇ

图３ 系统电控信号处理时序图

Ｆｉｇ．３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ｃｈａｒｔｏｆｓｙｓｔｅｍ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ｇｎａｌ

图４ 扫描与成像系统示意图

Ｆｉｇ．４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ｏｆｓｃａｎｎｉｎｇａｎｄｉｍａｇ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

４　实　　验

４．１　视场标定

图４和表１是利用模拟人眼作为实验样品时，

扫描视场角与成像范围的对应关系图以及对应参数

表。从图中的三角关系，可知：

ｔａｎ（θ／２）＝ （狓／２）／犳． （３）

　　根据（３）式可以建立如表１所示的精确理论对

应关系。

表１ 扫描视场角与成像范围对照表

Ｔａｂｌｅ１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ｃａｎｎｉｎｇｖｉｅｗｆｉｅｌｄａｎｇｌｅ

ａｎｄｉｍａｇｉｎｇｒａｎｇｅ

θ／（°） 狓／μｍ

０．５ １９９

１ ３９８

１．５ ５９６

２ ７９５

２．５ ９９４

３ １１９３

５ １９９０

４．２　模拟人眼

根据人眼的特性参数，采用犳＝２２．７８５ｍｍ的

单透镜与毛玻璃构造成模拟人眼［１２］，单透镜相当于

人眼光学系统，其入瞳直径为２ｍｍ，毛玻璃相当于

视网膜散射体。为了便于观测，以毛玻璃为基底专

门制作了鉴别率板。鉴别率板的设计图如图５所

０１１７０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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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从内到外的五个矩形框分别代表着１°，１．５°，２°，

３°和５°成像视场；利用化学腐蚀的方法将水平和垂

直方向各两组鉴别率靶条加工到中心１°视场内，靶

条上的数字代表着靶条的线宽。

图５ 鉴别率板的原理设计图

Ｆｉｇ．５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ｔｅｓｔｐａｔｔｅｒｎ

４．３　成像实验

图６为搭建的高速线扫描共焦检眼镜系统，总

光路长约６０ｃｍ，整个系统尺寸约为２０ｃｍ×３０ｃｍ，

系统体积小，结构紧凑。

图７为对模拟人眼的成像结果，能清晰的看见

５°视场的刻线框，图中可以清楚的看到１０μｍ线宽的

靶条，因此可以认为该系统的分辨率可以达到

１０μｍ的横向分辨率。

图６ 模拟实验平台

Ｆｉｇ．６ Ｍｏｄｅｌｅ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ｆｌａｔｆｏｒｍ

５　结　　论

本文提出了一种高速线扫描共焦检眼镜，通过

采用柱面透镜将平行光束变换为一维线光束，同时

采用一片扫描振镜扫描线光束照明眼底视网膜，探

测端利用线阵ＣＣＤ对视网膜的反射光束成像，大大

提高了视网膜成像速度，同时保证系统的共焦排列，

图７ 模拟人眼实验结果

Ｆｉｇ．７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ｍｏｄｅｌｅｄｈｕｍａｎｅｙｅ

只有视网膜平面的反射光束才能通过狭缝到达线阵

ＣＣＤ成像，其他杂散光均被狭缝阻拦，实现了共焦

成像的高分辨率。建立了眼检用线扫描共焦实验系

统，能够进行快速扫描得到高分辨率、高帧频成像结

果，并且成功的获得了清晰的模拟人眼实验结果。

系统光学放大率为７倍，横向分辨率小于１０μｍ，对

于５８ｋＨｚ线频的１０２４ｐｉｘｅｌ×５１２ｐｉｘｅｌ成像模式，

成像帧频高达１１０ｆｒａｍｅ／ｓ。从初步的试验结果来

看，整个系统是可行的，为下一步探测视网膜抖动，

以及视网膜抖动校正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参 考 文 献
１Ａ．Ｒｏｏｄａ，Ｄ．Ｒ．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Ｔｈｅ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ｃｌａｓｓｅｓ

ｉｎｔｈｅｌｉｖｉｎｇｈｕｍａｎｅｙｅ［Ｊ］．犖犪狋狌狉犲，１９９９，３９７：５２０～５２２

２ＤｉｎｇＳｈｅｎｇｈｕｉ，ＬｉＱｉ，ＹａｏＲｕｉ犲狋犪犾．．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ｚ

ｃｏｎｆｏｃａｌｉｍａｇｉｎｇ［Ｊ］．犃犮狋犪犗狆狋犻犮犪犛犻狀犻犮犪，２０１０，３０（ｓ１）：ｓ１００４０２

　 丁胜晖，李　琦，姚　睿 等．太赫兹共焦成像的初步研究［Ｊ］．

光学学报，２０１０，３０（ｓ１）：ｓ１００４０２

３Ａ．Ｒｏｏｒｄａ，Ｆ．ＲｏｍｅｒｏＢｏｒｊａ，Ｗ．Ｊ．Ｄｏｎｎｅｌｌｙ Ⅲ 犲狋犪犾．．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ｏｐｔｉｃｓ ｓｃａｎｎｉｎｇ ｌａｓｅｒ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ｓｃｏｐｙ ［Ｊ］．犗狆狋．

犈狓狆狉犲狊狊，２００２，１０（９）：４０５～４１２

４ＬｉｎｇＮ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Ｙｕｄｏｎｇ，ＲａｏＸｕｅｊｕｎ犲狋犪犾．．Ａｓｍａｌｌｔａｂｌｅｔｏｐ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ｏｐｔｉｃａｌｉｍａｇ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ｃｅｌｌｓｏｆｌｉｖｉｎｇｈｕｍａｎｒｅｔｉｎａ

［Ｊ］．犃犮狋犪犗狆狋犻犮犪犛犻狀犻犮犪，２００４，２４（９）：１１５３～１１５８

　 凌　宁，张雨东，饶学军 等．用于活体人眼视网膜观察的自适应

光学成像系统［Ｊ］．光学学报，２００４，２４（９）：１１５３～１１５８

５Ｓ．Ｂ．Ｓｔｅｖｅｎｓｏｎ，Ａ．Ｒｏｏｒｄａ．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ｎｇｆｏｒ ｍｉｎｉａｔｕｒｅｅｙ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ｉｎｈｉｇｈ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ｃａｎｎｉｎｇｌａｓｅｒ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ｓｃｏｐｙ［Ｃ］．

犛犘犐犈，２００５，５６８８：１６０５～７４２２

６ＣｕｒｔｉｓＲ．Ｖｏｇｅｌ，Ｄａｖｉｄ Ｗ．Ａｒａｔｈｏｒｎ，ＡｕｓｔｉｎＲｏｏｒｄａ犲狋犪犾．．

Ｒｅｔｉｎａｌ ｍｏｔｉｏｎ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ｉｎ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ｏｐｔｉｃｓｓｃａｎｎｉｎｇｌａｓｅｒ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ｓｃｏｐｙ［Ｊ］．犗狆狋．犈狓狆狉犲狊狊，２００６，１４（２）：４８７～４９７

７Ｃ．Ｈ．Ｇ．Ｗｒｉｇｈｔ，Ｒ．Ｄ．Ｆｅｒｇｕｓｏｎ，Ｈ．Ｇ．ＲｙｌａｎｄＩＩＩ犲狋犪犾．．

Ｈｙｂｒｉ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ｒｅｔｉｎａｌｔｒａｃ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ｌａｓｅｒ ａｉｍｉｎｇ ｆｏｒ

ｐｈｏｔｏｃｏａ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Ｊ］．犑．犅犻狅犿犲犱．犗狆狋．，１９９７，２（２）：１９５～２０３

８ＤａｎｉｅｌＸ．Ｈａｍｍｅｒ，Ｒ．Ｄａｎｅｌ．Ｆｅｒｇｕｓｏｎ，Ｊ．Ｃ．Ｍａｇｉｌｌ犲狋犪犾．．

Ｃｏｍｐａｃｔｓｃａｎｎｉｎｇｌａｓｅｒ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ｓｃｏｐｅｗｉｔｈ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ｒｅｔｉｎａｌ

ｔｒａｃｋｅｒ［Ｊ］．犃狆狆犾．犗狆狋．，２００３，４２（２２）：４６２１～４６３２

９Ｃ．Ｖｏｇｅｌ，Ｄ．Ａｒａｔｈｏｒｎ，Ａ．Ｐａｒｋｅｒ犲狋犪犾．．Ｒｅｔｉｎａｌｍｏｔｉｏｎ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ｉｎ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ｏｐｔｉｃｓｓｃａｎｎｉｎｇｌａｓｅｒ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ｓｃｏｐｙ［Ｃ］．

ＯＳＡ，Ｓｉｇｎａｌ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ａｎｄ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Ｔｏｐｉｃ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０５，

ｐａｐｅｒＪＴｕＣＺ

０１１７００１４



何　益等：　高速线扫描共焦检眼镜

１０Ｍｉｒｃｅａ Ｍｕｊａｔ，Ｒ．ＤａｎｉｅｌＦｅｒｇｕｓｏｎ，ＮｉｃｕｓｏｒＩｆｔｉｍｉａ犲狋犪犾．．

Ｃｏｍｐａｃｔ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ｏｐｔｉｃｓｌｉｎｅｓｃａｎｎｉｎｇ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ｓｃｏｐｅ［Ｊ］．犗狆狋．

犈狓狆狉犲狊狊，２００９，１７（１２）：１０２４２～１０２５８

１１ＺｈｕＹａｎｗｕ，ＸｉｅＰｉｎｈｕａ，Ｄｏｕ Ｋｅ犲狋犪犾．．Ｓｔｕｄｙｏｎｓｃａｎｎｉ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ｏｐｔｉｃａｌ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ｆｏｒ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ｏｆ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Ｊ］．犃犮狋犪犗狆狋犻犮犪犛犻狀犻犮犪，２００９，

２９（２）：２９７～３０２

　 朱燕舞，谢品华，窦　科 等．大气污染物垂直廓线扫描差分吸收

光谱方法研究［Ｊ］．光学学报，２００９，２９（２）：２９７～３０２

１２Ｌｕ Ｊｉｎｇ．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Ｏｐｔｉｃｓ Ｓｃａｎｎｉｎｇ Ｌａｓｅｒ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ｓｃｏｐ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ＲｅｔｉｎａＩｍａｇｉ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Ｄ］．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ｃｈｏｏｌ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１

　 卢　婧．基于自适应光学的共焦扫描技术及其眼底成像研究

［Ｄ］．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２０１１

栏目编辑：韩　峰

０１１７００１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