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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提出了地基望远镜主镜在环境温度变化时的温度场理论模型，结合分离变量法和格林函数法求解出温度场

的解析表达式。运用温度场理论解，分别以熔石英和ＢＫ７两种常用材料为例，在特定环境条件下，定量分析了传统

主镜和薄主镜的主镜视宁度与主镜口径之间的关系；针对４ｍ口径的传统主镜和薄主镜定量分析了其主镜视宁度

与周围空气温度下降斜率的关系。地基望远镜主镜温度场理论计算的结果在主镜设计阶段对主镜视宁度的估量

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主镜温度场理论解还可以运用于各种口径及材料的主镜热变形及热应力计算等方面，具有

普适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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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为了能够对目标进行更加精确和清晰的观测，

人类开始研究天文望远镜。地基天文望远镜对自然

观测条件要求很高，因此观测站址往往建立在海拔

比较高、大气视宁度比较好的高原或者高山地区。

这些地方的昼夜温差较大，尤其是晨昏线附近几个

小时环境温度变化尤其明显。当环境温度下降较快

时，主镜的温度就会高于环境温度，这样在主镜工作

面附近的空气会产生温度梯度，前表面附近的空气

密度也会分布不均匀。当主镜前表面温度与环境温

度差达到一定量以后，在密度梯度和重力的作用下

主镜前表面的空气将会发生较强烈的湍流，扰乱主

镜视场，严重影响望远镜的观测效果，这一现象叫做

主镜视宁度。主镜视宁度是望远镜主镜设计中必须

要考虑的一个重要物理现象。前人关于主镜视宁度

研究和评估的文献有很多，关于主镜视宁度估算的

经验公式也不少［１～６］。所有经验公式都是关于主镜

前表面温度与环境温度之差的一元函数。研究这一

温度差是分析主镜视宁度的关键环节。

为了研究主镜视宁度对望远镜观测的影响，应

当先研究环境温度随时间变化时主镜表面温度与环

境温度之差的变化规律。尽管主镜材料各不相同，

但是随着主镜口径的逐渐增大，主镜温度滞后环境

温度越发明显。对不同口径的主镜进行实验研究既

费时又费力，还需要巨大的经费开支，且实验实施难

度较大，尤其是在主镜设计阶段根本不具备实验测

量的条件。为了对主镜视宁度进行定量计算，开展

主镜温度场的理论研究工作便显得尤为重要。本文

对主镜温度场理论模型进行求解，得到温度场解析

表达式，并分别以熔石英和ＢＫ７材料为例对传统主

镜和薄主镜的主镜视宁度进行了定量分析。

２　理论模型

为了简化理论模型，将望远镜主镜近似为一个

扁的圆柱体，采用柱坐标进行理论计算。以底面圆

心为坐标原点，以主镜中心对称轴为坐标系的狕轴。

如图１所示，图中犫为主镜半径，犱为主镜厚度。

图１ 理论模型坐标系

Ｆｉｇ．１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

在柱坐标下主镜瞬态温度场是关于３个空间轴

坐标 （狉、θ、狕）和一个时间轴坐标狋的函数，由于主镜

几何上关于狕轴对称，计算结果是一个与θ坐标无关

的表达式，故设温度场为犜（狉，狕，狋）。设主镜周围空

气的温度为犜ａ（狋），主镜初始温度场分布均匀，初始

温度为犜０。当主镜周围没有空气流动的时候，３个外

表面与空气发生自然对流，近似认为具有相同的对

流传热系数犺。设主镜热导率为λ，密度为ρ，比热容

为犮。所有物理量均采用国际单位制。考虑到主镜

既要向相对其为低温物体的零部件辐射热量又要接

受来自相对其为高温物体的零部件的辐射能，为了

得到普适性结论、简化理论计算，假设主镜对外的辐

射能和自身接受的辐射能相互抵消，忽略辐射传热，

只考虑热传导和对流换热这两种情况。根据传热学

相关知识，可以得到主镜温度场满足偏微分方程（１）

式和边界条件（２）式以及初始条件（３）式
［７～１２］：


２犜（狉，狕，狋）

狉
２ ＋

犜（狉，狕，狋）

狉狉
＋

２犜（狉，狕，狋）

狕
２ －

犜（狉，狕，狋）

犇狋
＝０， （１）

犜（狉，狕，狋）

狉 狉＝犫
＋犎［犜（狉，狕，狋）－犜ａ（狋）］狉＝犫 ＝０

－
犜（狉，狕，狋）

狕 狕＝０
＋犎［犜（狉，狕，狋）－犜ａ（狋）］狕＝０ ＝０

犜（狉，狕，狋）

狕 狕＝犱
＋犎［犜（狉，狕，狋）－犜ａ（狋）］狕＝犱 ＝

烅

烄

烆
０

， （２）

犜（狉，狕，狋）狋＝０ ＝犜０， （３）

式中０≤狉≤犫，０≤狕≤犱，狋≥０，犎 ＝犺／λ，犇＝
λ

ρ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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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俊等：　望远镜主镜温度场理论计算及主镜视宁度分析

　　根据高等传热学相关知识，利用格林函数法求解上述非齐次边界条件偏微分方程之前，需要先求解其齐

次方程［１３］。把齐次方程表示成（４）～（６）式的形式：


２
Ψ（狉，狕，狋）

狉
２ ＋

Ψ（狉，狕，狋）

狉狉
＋

２
Ψ（狉，狕，狋）

狕
２ －

Ψ（狉，狕，狋）

犇狋
＝０， （４）

Ψ（狉，狕，狋）

狉 狉＝犫
＋犎Ψ（狉，狕，狋）狉＝犫 ＝０

－
Ψ（狉，狕，狋）

狕 狕＝０
＋犎Ψ（狉，狕，狋）狕＝０ ＝０

Ψ（狉，狕，狋）

狕 狕＝犱
＋犎Ψ（狉，狕，狋）狕＝犱 ＝

烅

烄

烆
０

， （５）

Ψ（狉，狕，狋）狋＝０ ＝犜０． （６）

采用分离变量法可以得到齐次方程的解为

Ψ（狉，狕，狋）＝∑
∞

犿＝１
∑
∞

狆＝１

１

犕（β犿）犖（η狆）
ｅｘｐ［－犇（β

２
犿 ＋η

２
狆）狋］Ｊ０（β犿狉）［η狆ｃｏｓ（η狆狕）＋犎ｓｉｎ（η狆狕）］×

∫
犫

狉′＝０
∫
犱

狕′＝０

狉′Ｊ０（β犿狉′）［η狆ｃｏｓ（η狆狕′）＋犎ｓｉｎ（η狆狕′）］犜０ｄ狉′ｄ狕′， （７）

式中犕（β犿）＝
Ｊ２０（β犿犫）犫

２（犎２＋β
２
犿）

２β
２
犿

，犖（η狆）＝
犱（η

２
狆＋犎

２）＋２犎
２

，β犿 为方程犎Ｊ０（β犫）－βＪ１（β犫）＝０的第犿

个正根，η狆 为方程ｔａｎ（η犱）＝
２η犎

η
２
－犎

２
的第狆个正根。

齐次方程的解Ψ（狉，狕，狋）又可以表示成格林函数的形式
［１３］：

Ψ（狉，狕，狋）＝∫
犫

狉′＝０
∫
犱

狕′＝０

犌（狉，狕，狋狘狉′，狕′，τ）τ＝０犜０２π狉′ｄ狉′ｄｚ′． （８）

对比（７）式和（８）式，可得
［１３］

犌（狉，狕，狋狘狉′，狕′，τ）τ＝０＝
１

２π∑
∞

犿＝１
∑
∞

狆＝１

１

犕（β犿）犖（η狆）
ｅｘｐ［－犇（β

２
犿 ＋η

２
狆）狋］Ｊ０（β犿狉）［η狆ｃｏｓ（η狆狕）＋犎ｓｉｎ（η狆狕）］×

Ｊ０（β犿狉′）［η狆ｃｏｓ（η狆狕′）＋犎ｓｉｎ（η狆狕′）］， （９）

犌（狉，狕，狋狘狉′，狕′，τ）＝
１

２π∑
∞

犿＝１
∑
∞

狆＝１

１

犕（β犿）犖（η狆）
ｅｘｐ［－犇（β

２
犿 ＋η

２
狆）（狋－τ）］Ｊ０（β犿狉）［η狆ｃｏｓ（η狆狕）＋犎ｓｉｎ（η狆狕）］×

Ｊ０（β犿狉′）［η狆ｃｏｓ（η狆狕′）＋犎ｓｉｎ（η狆狕′）］． （１０）

（１）式的解可以表示为

犜（狉，狕，狋）＝∫犚
犌（狉，狕，狋狘狉′，狕′，τ）τ＝０犜０ｄ狏′＋犇∫

狋

τ＝０

ｄτ∑
狊

犻＝１∫′犛犻
犌（狉，狕，狋狘狉′，狕′，τ）狉′＝狉犻

，狕′＝狕犻
犎犜ａ（τ）ｄ′犛犻， （１１）

其中ｄ狏′和ｄ′犛犻分别为相应变量的体积元和面积元
［１３］。为了计算方便，假设在一定时间段内环境温度是均匀

变化的，不妨令犜ａ（狋）＝犜ａ０＋犽狋，这样通过积分计算不难得到原理论模型的解为

犜（狉，狕，狋）＝∑
∞

犿＝１
∑
∞

狆＝１

１

犕（β犿）犖（η狆）
ｅｘｐ［－犇（β

２
犿 ＋η

２
狆）狋］

犫

β犿
Ｊ１（β犿犫）

犎＋η狆ｓｉｎ（η狆犱）－犎ｃｏｓ（η狆犱）

η狆
犜０｛ ＋

犜ａ０犎
１－ｅｘｐ［－犇（β

２
犿 ＋η

２
狆）狋］

β
２
犿 ＋η

２
狆

＋犽犎
狋

β
２
犿 ＋η

２
狆

－
１－ｅｘｐ［－犇（β

２
犿 ＋η

２
狆）狋］

犇（β
２
犿 ＋η

２
狆）［ ］｛ ｝２ ×

犎＋η狆ｓｉｎ（η狆犱）－犎ｃｏｓ（η狆犱）

η狆
犫Ｊ０（β犿犫）＋

犫

β犿
Ｊ１（β犿犫）［η狆ｃｏｓ（η狆犱）＋犎ｓｉｎ（η狆犱）］＋

η狆犫

β犿
Ｊ１（β犿犫｛ ｝｝） ×

Ｊ０（β犿狉）［η狆ｃｏｓ（η狆狕）＋犎ｓｉｎ（η狆狕）］， （１２）

式中０≤狉≤犫，０≤狕≤犱，犎 ＝犺／λ，狋≥０，犇＝
λ

ρ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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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主镜视宁度分析

目前国外对主镜视宁度的定量计算均基于主镜

工作表面温度与环境空气温度之差［１～６］。根据

Ｌｏｒｅｎｚｏ
［４，５］得出的主镜视宁度估算方法，当只考虑

视宁度对成像质量的影响的时候，点扩展函数半峰

全宽θ犿 可以由（１３）式得到，其中Δ犜为主镜前表面

与环境温度差：

θ犿 ＝０．３８Δ犜
６／５． （１３）

　　熔石英和ＢＫ７是两种常用的光学器件材料。

它们的常用热物理属性如表１所示
［１４］。在自然对

流的情况下，熔石英与空气的对流传热系数为

６．６９３Ｗ／（ｍ２·℃）；ＢＫ７与空气的对流传热系数为

６．７４３Ｗ／（ｍ２·℃）
［１５］。以熔石英和ＢＫ７两种材料

为例，利用前面理论推导的温度场解析结果，对主镜

视宁度进行定量分析。

表１ 熔石英和ＢＫ７的常用热物理属性

Ｔａｂｌｅ１ Ｃｏｍｍｏｎｔｈｅｒｍａｌ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ｏｆｆｕｓｅｄｓｉｌｉｃａａｎｄＢＫ７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Ｄｅｎｓｉｔｙ／（ｋｇ／ｍ
３） Ｈｅａｔ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Ｗ／（ｍ·℃）］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ｈｅａｔ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Ｊ／（ｋｇ·℃）］

Ｆｕｓｅｄｓｉｌｉｃａ ２２００ １．４ ７５０

ＢＫ７ ２５１０ １．１ ８５８

　　得到温度场解析表达式（１２）式以后，通过数值

迭代的方法可以方便地求得主镜中每一个点任意时

刻的温度值，也就能够方便地得到主镜前表面与环

境温度差的大小，从而对主镜视宁度现象进行定量

计算分析。

３．１　传统主镜视宁度分析

传统主镜径厚比（直径与厚度之比）一般为６～８

左右［１６］。假设传统主镜径厚比为８，环境温度均匀下

降，初始时刻主镜和环境具有相同的温度５．８℃。分

别将熔石英和ＢＫ７两种材料的物理属性代入（１２）式

中，通过数值方法求解β犿 和η狆。当环境温度犜ａ（狋）＝

５．８－２．５×１０
－４狋时，分别得到两种材料第３６００ｓ末

主镜前表面平均温度与环境温度差随着主镜直径变

化的规律，并通过经验公式得到主镜视宁度随主镜

直径变化规律；当环境温度 犜ａ（狋）＝５．８－５×

１０－４狋，分别得到两种材料第３６００ｓ末主镜前表面平

均温度与环境温度差随着主镜直径变化的规律，并

通过经验公式得到主镜视宁度随主镜直径变化规

律，如图２所示。

图２ 第３６００ｓ末传统主镜前表面平均温度与环境温度差以及由其引起的主镜视宁度与主镜口径关系图。（ａ）ＢＫ７；

（ｂ）熔石英

Ｆｉｇ．２ 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ｔｈ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ｎｄｍｉｒｒｏｒｓｅｅｉｎｇｖｅｒｓｕｓｔｈｅ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ｍｉｒｒｏｒａｔｔｈｅ

ｅｎｄｏｆａｎｈｏｕｒ．（ａ）ＢＫ７；（ｂ）ｆｕｓｅｄｓｉｌｉｃａ

　　假定系统可以接受的主镜视宁度为０．３″。由

图２可以看出，对于传统主镜，当环境温度１ｈ下降

０．９Ｋ的时候，第３６００ｓ末，主镜视宁度仍然在可以

接受的范围内；但是当环境温度１ｈ下降１．８Ｋ的

时候，第３６００ｓ末的主镜视宁度已经远远超过系统

可以接受的范围，为了不影响望远镜观测质量，应该

对主镜视宁度加以控制。同时１ｍ以下口径的传

统主镜，随着口径增大，主镜视宁度迅速增大。但是

口径大于１ｍ的传统主镜，主镜视宁度随口径增大

而发生的改变并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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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薄主镜视宁度分析

目前投入使用的薄主镜径厚比已经远远大于

２０
［１６］。同样假设薄主镜径厚比为４０，环境温度均匀

下降，初始时刻主镜和环境具有相同的温度５．８℃。

采用同样的方法进行计算。当环境温度犜ａ（狋）＝

５．８－２．５×１０
－４狋时，分别得到两种材料第３６００ｓ

末主镜前表面平均温度与环境温度差随着主镜直径

变化的规律，并通过经验公式得到主镜视宁度随主

镜直径变化规律；当环境温度犜ａ（狋）＝５．８－５×

１０－４狋，分别得到两种材料第３６００ｓ末主镜前表面平

均温度与环境温度差随着主镜直径变化的规律，并

通过经验公式得到主镜视宁度随主镜直径变化规

律，如图３所示。

图３ 第３６００ｓ末薄主镜前表面平均温度与环境温度差以及由其引起的主镜视宁度与主镜口径关系图。（ａ）ＢＫ７；

（ｂ）熔石英

Ｆｉｇ．３ 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ｔｈ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ｎｄｍｉｒｒｏｒｓｅｅｉｎｇｖｅｒｓｕｓｔｈｅ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ｏｆｔｈｉｎｍｉｒｒｏｒａｔｔｈｅ

ｅｎｄｏｆａｎｈｏｕｒ．（ａ）ＢＫ７；（ｂ）ｆｕｓｅｄｓｉｌｉｃａ

　　假定系统可以接受的主镜视宁度为０．３″。由

图３可以看出，当环境温度１ｈ下降０．９Ｋ的时候，

即使主镜口径增大到４ｍ，第３６００ｓ末主镜视宁度

仍然是可以接受的；当环境温度１ｈ下降１．８Ｋ的

时候，在这种恶劣环境下，ＢＫ７材料的主镜口径超

过０．５ｍ就不能满足系统对视宁度的要求，熔石英

材料的主镜口径超过０．６５ｍ就不能满足系统对视

宁度的要求，应该对主镜视宁度加以控制。同时发

现，２ｍ以下口径的薄主镜主镜视宁度随着口径增

大而快速增大，２ｍ以上口径的薄主镜主镜视宁度

随着口径增大而缓慢增大，这一点与传统主镜不同。

３．３　４犿主镜视宁度分析

针对直径为４ｍ的传统主镜和薄主镜，利用主

镜温度场理论解和视宁度定量计算经验公式，在不

同的环境温度条件下计算了主镜前表面与环境温度

差及由其引起的主镜视宁度。第３６００ｓ末４ｍ传

统主镜前表面与环境温度差及由其引起的主镜视宁

度随环境温度下降斜率犽变化规律如图４所示，

图４（ａ）为熔石英传统主镜规律，图４（ｂ）为ＢＫ７材

料传统主镜规律。第３６００ｓ末４ｍ薄主镜前表面

与环境温度差及由其引起的主镜视宁度随环境温度

下降斜率犽变化规律如图５所示，其中图５（ａ）为熔

石英薄主镜规律，图４（ｂ）为ＢＫ７材料薄主镜规律。

同样假设系统可以接受的主镜视宁度为０．３″。

由图６、图７可以看出，当环境温度下降斜率在

０．３×１０－３左右的时候，第３６００ｓ末的主镜视宁度

就基本超出了０．３″。这个时候便需要对主镜视宁

度进行控制。同时发现，当环境空气温度下降斜率

相同时，４ｍ口径的薄主镜和传统主镜的主镜视宁

度相差并不大。

各望远镜系统可以根据自己的系统精度分配原

则来判断是否应该对主镜视宁度采取相应措施加以

控制。目前对主镜视宁度控制的常用方法主要有两

种，一种方法是对主镜自身进行温度控制，包括将传

统主镜替换为蜂窝型轻质镜并在其背后通风，对薄

主镜可以在其背后做通风处理，以使主镜温度能够

最大程度地紧跟环境温度变化而变化，从而减小二

者的温度差异，降低对主镜视宁度的影响；另外一种

方法就是在平行于主镜前表面的方向吹风，相当于

一个风刀把原本扰动不宁的空气均匀化，即使原空

气扰动层密度基本趋于一致，从而达到降低主镜视

宁度的效果。

１０２２００１５



光　　　学　　　学　　　报

图４ 第３６００ｓ末，４ｍ口径传统主镜前表面平均温度与环境温度差以及由其引起的主镜视宁度与环境空气温度

下降斜率的关系图。（ａ）ＢＫ７；（ｂ）熔石英

Ｆｉｇ．４ 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ｔｈ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ｎｄｍｉｒｒｏｒｓｅｅｉｎｇ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ｍｉｒｒｏｒｖｅｒｓｕｓｔｈｅａｍｂｉｅｎｔａｉ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ｄｅｓｃｅｎｄｉｎｇｓｌｏｐｅａｔｔｈｅｅｎｄｏｆａｎｈｏｕｒ．（ａ）ＢＫ７；（ｂ）ｆｕｓｅｄｓｉｌｉｃａ

图５ 第３６００ｓ末，４ｍ口径薄主镜前表面平均温度与环境温度差以及由其引起的主镜视宁度与环境空气温度

下降斜率的关系图。（ａ）ＢＫ７；（ｂ）熔石英

Ｆｉｇ．５ 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ｔｈ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ｎｄｍｉｒｒｏｒｓｅｅｉｎｇｏｆｔｈｉｎｍｉｒｒｏｒｖｅｒｓｕｓｔｈｅａｍｂｉｅｎｔａｉ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ｄｅｓｃｅｎｄｉｎｇｓｌｏｐｅａｔｔｈｅｅｎｄｏｆａｎｈｏｕｒ．（ａ）ＢＫ７；（ｂ）ｆｕｓｅｄｓｉｌｉｃａ

４　结　　论

通过建立望远镜主镜温度场分布方程，求解得

出主镜温度场解析表达式。以熔石英和ＢＫ７两种

材料为例，利用主镜温度场理论解对薄主镜和传统

主镜的主镜视宁度均做了定量分析。如果以０．３″

为界限，当环境温度１ｈ下降０．９Ｋ时，无论传统主

镜还是薄主镜，即使口径达到４ｍ，第３６００ｓ末的主

镜视宁度也不超过０．３″。但是当环境温度１ｈ下降

１．８Ｋ的时候，无论传统主镜还是薄主镜，当口径达

到０．５以上，第３６００ｓ末的主镜视宁度就远远超过

０．３″。针对４ｍ主镜，分析了不同环境条件下主镜

视宁度的大小。主镜温度场理论解还可以应用于主

镜温度梯度分析、温度梯度引起的热变形分析和热

应力分析，这些是下一步需要研究的内容。主镜温

度场理论解在望远镜主镜设计中具有普适的参考

价值。

参 考 文 献

１Ｐ．Ｙ．Ｂｅｌｙ．Ｔｈｅ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Ｌａｒｇｅ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Ｔｅｌｅｓｃｏｐｅｓ［Ｍ］．ＮｅｗＹｏｒｋ：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３５６～３５８

２Ｒ．Ｒａｃｉｎｅ，Ｄ．Ｓａｌｍｏｎ，Ｄ．Ｃｏｗｌｅｙ犲狋犪犾．．Ｍｉｒｒｏｒ，ｄｏｍｅ，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ｅｅｉｎｇａｔ ＣＦＨＴ ［Ｊ］．犃狊狋狉狅狀狅犿犻犮犪犾犛狅犮犻犲狋狔 狅犳狋犺犲

犘犪犮犻犳犻犮，１９９１，１０３（６６７）：１０２０～１０３２

３Ｐ．Ｒ．Ｗｏｏｄ，Ｓ．Ｇ．Ｒｙ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ｓｅｅｉｎｇａｔｔｈｅＡｎｇｌｏ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ｔｅｌｅｓｃｏｐｅｏｆ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ｏｕｔｓｉｄｅ

ａｉｒ，ｄｏｍｅａｉｒａｎｄｍｉｒｒｏｒ［Ｊ］．犘狉狅犮犲犲犱犻狀犵狊狅犳狋犺犲犃狊狋狉狅狀狅犿犻犮犪犾

犛狅犮犻犲狋狔狅犳犃狌狊狋狉犪犾犻犪，１９９５，１２：９５～９６

４Ｚ．Ｌｏｒｅｎｚｏ．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ｔｈｅＬｏｃａｌ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ｏｎＡｓｔｒｏｎｏｍｉｃａｌ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Ｄ］．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ＳｗｉｓｓＦｅｄｅｒ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５

５Ｚ．Ｌｏｒｅｎｚｏ．Ａ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ｆｏｒｌｏｃａｌａｎｄｄｏｍｅｓｅｅｉｎｇ

［Ｃ］．犛犘犐犈，１９９７，２８７１：７２６～７３６

６Ｍ．Ｔ．Ｂｒｉｄｇｅｌａｎｄ，Ｃ．Ｒ．Ｊｅｎｋｉｎ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ｏｆｍｉｒｒｏｒ

１０２２００１６



张　俊等：　望远镜主镜温度场理论计算及主镜视宁度分析

ｓｅｅ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ａｎｄａｔｔｈｅｔｅｌｅｓｃｏｐｅ［Ｊ］．犕狅狀．犖狅狋．犚．

犃狊狋狉狅狀．犛狅犮．，１９９７，２８７（１）：８７～１０９

７ＹａｎｇＳｈｉｍｉｎｇ，Ｔａｏ Ｗｅｎｑｕａｎ．Ｈｅａ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Ｍ］．Ｂｅｉｊｉｎｇ：

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４１～４５

　 杨世铭，陶文铨．传热学［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６．

４１～４５

８ＺｈｏｕＧｕｉｙａｏ，ＨｏｕＺｈｉｙｕｎ，ＰａｎＰｕｆｅｎｇ犲狋犪犾．．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ｍｉｃｒ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ｆｉｂｅｒｐｅｒｆｏｒｍｄｕｒｉｎｇｆｉｂｅｒｄｒａｗｉｎｇ

［Ｊ］．犃犮狋犪犘犺狔狊犻犮犪犛犻狀犻犮犪，２００６，５５（３）：１２７１～１２７５

　 周桂耀，侯峙云，潘普丰 等．微结构光纤预制棒拉制过程的温度

场分布［Ｊ］．物理学报，２００６，５５（３）：１２７１～１２７５

９ＷｅｉＺａｉｆｕ，ＺｈａＨｏｎｇｋｕｉ，ＷａｎｇＲｕｎｗｅｎ．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

ｔｈｅｌａｓｅｒｉｎｄｕｃｅｄ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ｆｉｅｌｄ［Ｊ］．犃犮狋犪犗狆狋犻犮犪犛犻狀犻犮犪，１９９４，

１４（４）：３５５～３５９

　 魏在福，查鸿逵，王润文．激光加热温度场物理分析［Ｊ］．光学学

报，１９９４，１４（４）：３５５～３５９

１０Ｚｈａｏ Ｑｉａｎｇ，Ｆａｎ Ｚｈｅｎｇｘｉｕ．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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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９６，１６（６）：７７７～７８２

　 赵　强，范正修．光学薄膜界面吸收对温度场的影响［Ｊ］．光学

学报，１９９６，１６（６）：７７７～７８２

１１ＺｈａｏＱｉａｎｇ，ＦａｎＺｈｅｎｇｘｉｕ，ＷａｎｇＺｈｉｊｉａｎｇ．Ｄｉｇｉｔ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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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犛犻狀犻犮犪，１９９９，１９（８）：１０１９～１０２３

　 赵　强，范正修，王之江．激光对光学薄膜加热过程的数值分析

［Ｊ］．光学学报，１９９９，１９（８）：１０１９～１０２３

１２Ｌｕ Ｐｅｉｈｕａ， Ｗａｎｇ Ｒｕｎｗｅｎ．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ｔｈｅｒｍａｌｌｅｎｓｅｆｆｅｃｔ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ｈｉｇｈ

ｐｏｗｅｒｌａｓｅｒｗｉｎｄｏｗｓ［Ｊ］．犃犮狋犪犗狆狋犻犮犪犛犻狀犻犮犪，２００１，２１（８）：

９６５～９６９

　 陆培华，王润文．高功率激光器窗口三维温度场分析及其热透镜

研究［Ｊ］．光学学报，２００１，２１（８）：９６５～９６９

１３ＪｉａＬｉ．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Ｈｅａ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７４～７８

　 贾　力．高等传热学［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８．

７４～７８

１４Ｙａｎｇ Ｌｉ．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１９６～１９７

　 杨　力．先进光学制造技术［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１９６～１９７

１５Ｗａｎｇ Ｙａｎｒｕ．Ｓｔｕｄｙｏｎ ＯｐｔｉｃａｌＴｅｓｔ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ｏｒ Ｗｅａｋ

Ａｂｓｏｒｐｔａｎ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ｒｍａｌ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Ｏｐｔ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Ｄ］．Ｂｅｉｊｉｎｇ：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１

　 王艳茹．光学元件吸收损耗和热变形检测技术研究［Ｄ］．北京：中

国科学院研究生院，２０１１

１６ＣｈｅｎｇＪｉｎｇｑｕａｎ．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ＡｓｔｒｏｎｏｍｉｃａｌＴｅｌｅｓｃｏｐｅ

［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３．

６１～７０

　 程景全．天文望远镜原理和设计［Ｍ］．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

社，２００３．６１～７０

栏目编辑：韩　峰

１０２２００１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