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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频域分析的空间外差干涉图校正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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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空间外差光谱技术是一种新型的超分辨光谱技术，介绍了空间外差光谱仪的基本原理，由于光学系统的加

工误差造成双光路的非对称性致使二维干涉条纹的倾斜及扭曲失真。针对二维干涉图的误差特点提出了基于频

域分析的干涉图校正方法，通过多单色光光源定标获取二维干涉图快速傅里叶变换（ＦＦＴ）频域的信号校正坐标并

拟合校正曲线，校正曲线最终可用于该空间外差光谱仪干涉图的校正。以单色光光源、高斯型连续光谱光源的实

验数据对校正方法进行验证。结果证明，采用该方法对空间外差光谱仪干涉图进行处理，能有效地去除系统非对

称性影响，校正二维干涉图信号，提高干涉图反演光谱的精度。

关键词　光谱学；空间外差光谱仪；校正；干涉图

中图分类号　Ｏ４３３　　　文献标识码　Ａ　　　犱狅犻：１０．３７８８／犃犗犛２０１３３３．０５３０００１

犆狅狉狉犲犮狋犻狅狀狅犳犛狆犪狋犻犪犾犎犲狋犲狉狅犱狔狀犲犐狀狋犲狉犳犲狉狅犵狉犪犿犅犪狊犲犱狅狀

犉狉犲狇狌犲狀犮狔犇狅犿犪犻狀犃狀犪犾狔狊犻狊

犢犲犛狅狀犵
１
　犡犻狅狀犵犠犲犻

２
　犠犪狀犵犡犻狀狇犻犪狀犵

１
　犎狅狀犵犑犻狀

２
　犙犻犪狅犢犪狀犾犻

２

１犛犮犺狅狅犾狅犳犈犾犲犮狋狉狅狀犻犮犈狀犵犻狀犲犲狉犻狀犵犪狀犱犃狌狋狅犿犪狋犻狅狀，犌狌犻犾犻狀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狅犳犈犾犲犮狋狉狅狀犻犮犜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狔，

犌狌犻犾犻狀，犌狌犪狀犵狓犻５４１００４，犆犺犻狀犪

２犓犲狔犔犪犫狅狉犪狋狅狉狔狅犳犌犲狀犲狉犪犾犗狆狋犻犮犪犾犆犪犾犻犫狉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犆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狕犪狋犻狅狀，犆犺犻狀犲狊犲犃犮犪犱犲犿狔狅犳犛犮犻犲狀犮犲狊，

犎犲犳犲犻，犃狀犺狌犻２３００３１，

烄

烆

烌

烎犆犺犻狀犪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　犛狆犪狋犻犪犾犺犲狋犲狉狅犱狔狀犲狊狆犲犮狋狉狅狊犮狅狆狔（犛犎犛）犻狊犪狀犲狑狊狆犲犮狋狉狅狊犮狅狆犻犮狋犲犮犺狀犻狇狌犲狑犺犻犮犺犮犪狀犪犮犺犻犲狏犲犺犻犵犺狊狆犲犮狋狉犪犾

狉犲狊狅犾狌狋犻狅狀．犜犺犲犫犪狊犻犮犮狅狀犮犲狆狋狊狅犳狊狆犪狋犻犪犾犺犲狋犲狉狅犱狔狀犲狊狆犲犮狋狉狅犿犲狋犲狉犪狉犲犱犲狊犮狉犻犫犲犱．犜犺犲狋狑狅犱犻犿犲狀狊犻狅狀犪犾 （２犇）

犻狀狋犲狉犳犲狉犲狀犮犲犳狉犻狀犵犲犱犻狊狋狅狉狋犻狅狀犻狊犱狌犲狋狅犪狊狔犿犿犲狋狉狔狅犳犱狅狌犫犾犲狅狆狋犻犮犪犾狆犪狋犺，狑犺犻犮犺犮犪狌狊犲犱犫狔狋犺犲犲狉狉狅狉狊犳狉狅犿狅狆狋犻犮犪犾

狊狔狊狋犲犿狊狅犳狋犺犲犻狀狋犲狉犳犲狉狅犿犲狋犲狉．犃犮犮狅狉犱犻狀犵狋狅狋犺犲犮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狊狅犳犛犎犛犻狀狋犲狉犳犲狉犲狀犮犲犳狉犻狀犵犲犱犻狊狋狅狉狋犻狅狀狊，犪犛犎犛

犻狀狋犲狉犳犲狉狅犵狉犪犿犮狅狉狉犲犮狋犻狅狀犿犲狋犺狅犱犫犪狊犲犱狅狀犳狉犲狇狌犲狀犮狔犱狅犿犪犻狀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犻狊狆狉犲狊犲狀狋犲犱．犜犺犲犮狅狉狉犲犮狋犲犱犮狅狅狉犱犻狀犪狋犲狅犳犳犪狊狋

犉狅狌狉犻犲狉狋狉犪狀狊犳狅狉犿 （犉犉犜）犳狉犲狇狌犲狀犮狔犱狅犿犪犻狀狊犻犵狀犪犾狅犫狋犪犻狀犲犱犳狉狅犿 犿狅狀狅犮犺狉狅犿犪狋犻犮狊狅狌狉犮犲犮犪犾犻犫狉犪狋犻狅狀．犜犺犲狀狋犺犲

犮犪犾犻犫狉犪狋犻狅狀犮狌狉狏犲犳犻狋狋犻狀犵犳狉狅犿犮狅狉狉犲犮狋犲犱犮狅狅狉犱犻狀犪狋犲犮犪狀犫犲狌狊犲犱犳狅狉犮狅狉狉犲犮狋犻狅狀狅犳犛犎犛犻狀狋犲狉犳犲狉狅犵狉犪犿．犛狆犲犮狋狉犪犾

犲狓狆犲狉犻犿犲狀狋狊犪狉犲狅狆犲狉犪狋犲犱狅狀狋犺犲犛犎犛犻狀狊狋狉狌犿犲狀狋犫狔犿狅狀狅犮犺狉狅犿犪狋犻犮狊狅狌狉犮犲犪狀犱犌犪狌狊狊犻犪狀犮狅狀狋犻狀狌狅狌狊狊狆犲犮狋狉狌犿狊狅狌狉犮犲．

犜犺犲犲狓狆犲狉犻犿犲狀狋犪犾狉犲狊狌犾狋狊狊犺狅狑狋犺犪狋狋犺犲犮狅狉狉犲犮狋犻狅狀犿犲狋犺狅犱犮犪狀犲犳犳犲犮狋犻狏犲犾狔狉犲犿狅狏犲犻狀狋犲狉犳犲狉犲狀犮犲狅犳狊狔狊狋犲犿犪狊狔犿犿犲狋狉狔，

犮狅狉狉犲犮狋２犇犛犎犛犻狀狋犲狉犳犲狉狅犵狉犪犿犪狀犱犻犿狆狉狅狏犲狊狆犲犮狋狉犪犾犻狀狏犲狉狊犻狅狀犪犮犮狌狉犪犮狔狅犳狊狆犪狋犻犪犾犺犲狋犲狉狅犱狔狀犲狊狆犲犮狋狉狅犿犲狋犲狉．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狊狆犲犮狋狉狅狊犮狅狆狔；狊狆犪狋犻犪犾犺犲狋犲狉狅犱狔狀犲狊狆犲犮狋狉狅犿犲狋犲狉；犮狅狉狉犲犮狋犻狅狀；犻狀狋犲狉犳犲狉狅犵狉犪犿

犗犆犐犛犮狅犱犲狊　１２０．０２８０；２８０．４７８８；３００．６１９０；３００．６３２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１１１８；收到修改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１１４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４１２０１３４２）和中国科学院通用光学定标与表征技术重点实验室研究资助课题。

作者简介：叶　松（１９７９—），男，博士，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光学遥感、光学探测等方面的研究。

Ｅｍａｉｌ：ｙｅｓｏｎｇｍａｉｌ＠ｓｉｎａ．ｃｏｍ

　通信联系人。Ｅｍａｉｌ：ｆｒａｎｋ＠ａｉｏｆｍ．ａｃ．ｃｎ

１　引　　言

空间外差光谱技术（ＳＨＳ）综合了光栅及空间调

制干涉仪技术于一体，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一种新

型超分辨光谱分析技术［１，２］。该技术同时具有干涉

仪的高通量和光栅空间衍射的特点，在某一确定的

波长范围内，可以获得极高的光谱分辨率。从２０世

０５３００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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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９０年代开始，欧美国家都积极开展空间外差光谱

技术的相关应用研究工作，主要用于大气中微量成

分的遥感探测［３］以及星际暗物质的天文观测［４］等方

面。以美国的ＳＨＩＭＭＥＲ
［５，６］（中层大气 ＯＨ 空间

外差成像仪）最具代表性，该系统于２００７年３月至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搭载ＳＴＰＳａｔ１空间试验计划卫星开

展中层大气探测实验。加拿大也进行了水汽空间外

差光谱仪（ＳＨＯＷ）的研制工作，主要用于大气中水

汽探测［７］。此外，在天文应用方面，美国麦迪逊

ＰｉｎｅＢｌｕｆｆ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ｏｒｙ天文台研制的ＰＢＯＳＨＳ系

统用于星云暗物质超分辨光谱探测［８］。２００５年，中

国科学院安徽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也开始积极开展

空间外差光谱技术的相关研究工作，目前正在研制

用于水汽和二氧化碳探测的试验系统［９～１４］。

干涉仪获取的干涉图通常情况下都会存在由系

统误差所引起的干涉图失真，需要进行校正［１５，１６］。

在空间外差光谱仪的研制过程中，由于光学系统的

加工误差造成空间外差光谱仪双光路的非对称性致

使二维（２Ｄ）干涉条纹出现倾斜及扭曲失真，需要用

适当的方法和算法对干涉图进行校正［１３，１６］。本文

结合空间外差光谱仪的基本原理及干涉图二维调制

机理，阐述基于快速傅里叶变换（ＦＦＴ）频域分析的

空间外差干涉图校正方法，并给出实验结果。

２　空间外差光谱仪

空间外差光谱仪采用两个衍射光栅代替了迈克

耳孙干涉仪中两个平面反射镜，其光学结构如图１

所示。被测光束透过光阑 Ａ，并经准直透镜Ｌ１后

形成平面波，入射到分束器上，被分为强度相等的两

束相干光，分别由光栅Ｇ１、Ｇ２衍射后返回分束器，

两出射光束波面成一定夹角，形成空间调制的干涉

条纹，最终成像于探测器上。探测器所记录的干涉

条纹经傅里叶变换后可恢复被测光的光谱曲线。

如图１所示，两光栅与光轴正交面成θ 角

（Ｌｉｔｔｒｏｗ角）。轴向光分别以θ角入射到两光栅上，

某一波数的光将沿θ角原方向衍射返回，该波数即

为光栅的Ｌｉｔｔｒｏｗ波数。Ｌｉｔｔｒｏｗ波数的光经两光

栅衍射后的出射波面均与光轴垂直，两位相差为零，

形成零频率的空间干涉条纹。非Ｌｉｔｔｒｏｗ波数的光

经两光栅衍射返回后，两出射波面与光轴正交面形

成夹角±γ，形成一定频率的空间干涉条纹。不同波

数的光从光栅出射时的波面与光轴正交面的夹角γ

取决于光栅方程

图１ 空间外差光谱仪原理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ｈｅＳＨＳ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σ［ｓｉｎθ＋ｓｉｎ（θ－γ）］＝
犿
犱
， （１）

式中σ为入射光波数，１／犱为光栅刻线密度，犿 为衍

射级（通常取犿＝１）。若某波数σ的光束与Ｌｉｔｔｒｏｗ

波数σ０ 的光束出射波面的夹角为γ，则两光栅出射

光波面的夹角为２γ，波数为σ的两束光形成干涉条

纹的空间频率为［１］

犳＝２σｓｉｎγ≈４（σ－σ０）ｔａｎθ． （２）

当入射光的光谱曲线为犅（σ）时，所形成的干涉图为

犐（狓）＝∫
∞

０

犅（σ）｛１＋ｃｏｓ｛２π［４（σ－σ０）狓ｔａｎθ］｝｝ｄσ，

（３）

通过对（３）式的干涉图犐（狓）进行傅里叶变换即可恢

复入射光的光谱曲线犅（σ）。

通过二维ＣＣＤ探测器获取的二维干涉图可以

由（４）式来描述。理想情况下二维干涉图只有狓方

向上的频率信号犳狓＝４（σ－σ０）ｔａｎθ，而方向上的频

率信号为０（即犳狔 ＝０），如图２所示。然而由于系统

的误差，如两光栅的不对称性导致在二维干涉图上

除了有狓方向频率信号，同时还存在狔方向频率信

号（即犳狔 ≠０），在干涉图上表现出来的现象为干涉

图的旋转或扭曲，如图３所示。

犐（狓，狔）＝∫
∞

０

犅（σ）｛１＋ｃｏｓ［２π（犳狓·狓＋犳狔·狔）］｝ｄσ．

（４）

　　 对于二维干涉图犳狓 信号是干涉条纹调制频率

信号，而犳狔 是由于系统不对称造成的噪声频率。以

两光栅不对称为例，其中一光栅沿狓轴倾斜α角度。

此时二维干涉图表达式为［１］

０５３００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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犐（狓，狔）＝∫
∞

０

犅（σ）｛１＋ｃｏｓ｛２π［４（σ－σ０）狓ｔａｎθ＋σ狔α］｝｝ｄσ． （５）

图２ 二维干涉图。（ａ）理想干涉图；（ｂ）误差干涉图

Ｆｉｇ．２ ２Ｄ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ｇｒａｍ．（ａ）Ｉｄｅａｌ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ｇｒａｍ；（ｂ）ｄｉｓｔｏｒｔｅｄ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ｇｒａｍ

图３ 干涉图的二维ＦＦＴ频谱信号。（ａ）理想干涉图二维ＦＦＴ频谱信号；（ｂ）误差干涉图二维ＦＦＴ频谱信号

Ｆｉｇ．３ ２ＤＦＦＴ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ｓｉｇｎａｌ．（ａ）２ＤＦＦＴ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ｓｉｎｇａｌｏｆｉｄｅａｌ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ｇｒａｍ；

（ｂ）２ＤＦＦＴ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ｓｉｎｇａｌｏｆｄｉｓｔｏｒｔｅｄ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ｇｒａｍ

图４ 原始干涉图信号。（ａ）单色光干涉图；（ｂ）复色光干涉图

Ｆｉｇ．４ Ｒａｗ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ｇｒａｍ．（ａ）Ｍｏｎｏｃｈｒｏｍａｔｉｃｌｉｇｈｔ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ｇｒａｍ；（ｂ）ｐｏｌｙｃｈｒｏｍａｔｉｃｌｉｇｈｔ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ｇｒａｍ

　　对单色光的二维干涉图信号及其二维ＦＦＴ频

谱信号进行仿真，仿真结果如图２、３所示。从仿真

结果来看，单色光理想干涉图的二维ＦＦＴ频谱信号

主要集中于（犳狓，０）与（－犳狓，０）两个区域，犳狔信号为

０。当其中一光栅倾斜的时候，干涉图会发生旋转（扭

曲），此时在二维ＦＦＴ频谱信息中产生犳狔信号（此时

犳狔 ≠０）。

通过对二维ＦＦＴ频谱信息进行处理保留犳狓 轴

上的信号的同时消除犳狔 方向上的噪音（视为系统噪

声），再经过二维ＦＦＴ逆变换就可以实现对干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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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旋转（扭曲）进行校正。本文基于中国科学院安徽

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研制的近红外空间外差光谱仪

试验系统获取的实验数据进行干涉图校正，系统主

要性能指标为：光栅Ｌｉｔｔｒｏｗ波长：１５６９ｎｍ；光谱范

围：１５６９～１５９２ｎｍ；光谱分辨率：０．０９２ｎｍ。图４

为原始干涉图信号，从图中可以看出，由于系统双臂

的非对称性，导致单色光干涉条纹倾斜，复色光中心

极大值条纹则扭曲倾斜。

３　干涉图校正方法

单色光理想干涉图的二维ＦＦＴ频谱信号主要

集中于（犳狓，０）与（－犳狓，０）两个区域，但由于光栅的

非对称性导致频谱信号在犳狔 方向上有位移。设单色

光σ０ 的二维ＦＦＴ频谱信号区域中心实际坐标为

（犳狓σ０，犳狔σ０）与（－犳狓σ０，－犳狔σ０），其二维干涉图的调制

形式可由（６）式来描述，其频谱信号在犳狔 方向存在

误差信号。通过将该点区域信号映射到（犳狓σ０，０）与

（－犳狓σ０，０）坐标上即可对该单色光进行倾斜（扭曲）

的校正，校正后的二维干涉图可以由（７）式来描述，

通过频域信号校正后的干涉图消除了犳狔 方向的误

差信号影响：

犐σ０（狓，狔）＝犅（σ０）｛１＋ｃｏｓ［２π（犳狓σ０·狓＋

犳狔σ０·狔）］｝， （６）

′犐σ０（狓，狔）＝犅（σ０）｛１＋ｃｏｓ［２π（犳狓σ０·狓）］｝．（７）

　　以１５７１ｎｍ单色光的二维ＦＦＴ频谱信号为例，

如图５所示，（犳狓σ０，犳狔σ０）与（－犳狓σ０，－犳狔σ０）的坐标

分别为（２１，２）与（－２１，－２）。将此坐标上的频谱区

域信号映射至（２１，０）与（－２１，０）区域，再通过ＦＦＴ

逆变换即可实现对１５７１ｎｍ单色光二维干涉图进

行校正。

图５ 单色光干涉图校正结果。（ａ）原始干涉图；（ｂ）原始干涉图二维ＦＦＴ频谱信号；（ｃ）校正后二维干涉图；

（ｄ）二维ＦＦＴ频谱信号校正结果；（ｅ）干涉图一维采样；（ｆ）校正后光谱

Ｆｉｇ．５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ｍｏｎｏｃｈｒｏｍａｔｉｃｌｉｇｈｔ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ｇｒａｍ．（ａ）Ｒａｗ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ｇｒａｍ；（ｂ）２ＤＦＦＴ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ｓｉｇｎａｌ

ｏｆ（ａ）；（ｃ）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ｇｒａｍ；（ｄ）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ｂ）；（ｅ）ｏｎ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ｇｒａｍ；（ｆ）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复色光光谱可视为由单色光微分信号积分而

成，因此通过多单色光定标测量可对系统进行校正。

设单色光σ犻的二维ＦＦＴ频谱信号实际坐标为（犳狓σ犻，

犳狔σ犻）与（－犳狓σ犻，－犳狔σ犻），将该点区域信号映射到

（犳狓σ犻，０）与（－犳狓σ犻，０）坐标上即可对该单色光进行

倾斜（扭曲）的校正。

对犳狓 在［－２５６～２５５］上求对应的（犳狓σ犻，犳狔σ犻）

坐标，并将其频谱区域信号映射至（犳狓σ犻，０）点上即

可作为系统信号校正参数，用于对系统任意采集信

号进行校正，校正前后的干涉图数学形式可分别由

（８）、（９）式来描述：

犐（狓，狔）＝∑
犻

犅（σ犻）｛１＋ｃｏｓ［２π（犳狓σ犻·狓＋

犳狔σ犻·狔）］｝， （８）

犐′（狓，狔）＝∑
犻

犅（σ犻）｛１＋ｃｏｓ［２π（犳狓σ犻·狓）］｝．（９）

　　实际应用中，（犳狓σ犻，犳狔σ犻）坐标的获取可以通过

多单色光定标测量获取，并拟合出用于校正的坐标

曲线。本系统中（犳狓σ犻，犳狔σ犻）的单色光测量结果如表１

所示。

通过表１中单色光实验获取的校正坐标拟合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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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曲线后对复色光光谱干涉图信号进行校正。

图６、７分别为采用本文的方法对高斯型连续光谱进

行干涉图校正前后的数据处理结果。校正前后光谱

与原始光谱的残差如图８所示，将本文的校正方法

图６ 复色光干涉图及变换光谱。（ａ）原始干涉图；（ｂ）原始干涉图二维ＦＦＴ频谱信号；（ｃ）原始干涉图一维采样；

（ｄ）傅里叶变换光谱

Ｆｉｇ．６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ｇｒａｍａｎｄ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ｏｆｐｏｌｙｃｈｒｏｍａｔｉｃｌｉｇｈｔ．（ａ）Ｒａｗ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ｇｒａｍ；（ｂ）２ＤＦＦＴ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ｓｉｇｎａｌｏｆ（ａ）；

（ｃ）ｏｎ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ｇｒａｍｏｆ（ａ）；（ｄ）ＦＦＴ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图７ 复色光干涉图校正结果。（ａ）校正后二维干涉图；（ｂ）二维ＦＦＴ频谱信号校正结果；（ｃ）校正后干涉图一维采样；

（ｄ）校正后光谱

Ｆｉｇ．７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ｐｏｌｙｃｈｒｏｍａｔｉｃｌｉｇｈｔ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ｇｒａｍ．（ａ）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ｇｒａｍ；（ｂ）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

２ＤＦＦＴ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ｓｉｇｎａｌ；（ｃ）ｏｎ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ｇｒａｍｏｆ（ａ）；（ｄ）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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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文献［１１］中基于干涉图去基线的校正方法进行比

较，校正前的光谱、基于干涉图去基线校正后的光

谱、基于本文方法校正后的光谱分别与原始光谱的

标准偏差为０．８２５、０．２７５和０．０６９。实验结果表

明，基于频域分析的干涉图校正方法对光谱有较好

的修正，有效地改善了光谱信号。

表１ 单色光测量结果

Ｔａｂｌｅ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ｍｏｎｏｃｈｒｏｍａｔｉｃｌｉｇｈｔ

Ｗａｖｅｌｅｎｇｔｈ／ｎｍ （－犳狓σ犻，－犳狔σ犻） （犳狓σ犻，犳狔σ犻）

１５７１ （－２１，－２） （２１，２）

１５７４ （－５３，－２） （５３，２）

１５７７ （－８６，－３） （８６，３）

１５８０ （－１１９，－３） （１１９，３）

图８ 校正前后光谱残差。（ａ）原始光谱；（ｂ）校正前光谱；（ｃ）基于干涉图去基线校正的光谱；

（ｄ）基于本文方法校正的光谱

Ｆｉｇ．８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Ｉｎｉｔｉａｌ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ｂ）ｕｎ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ｃ）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ｇｒａｍ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ｄ）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

４　结　　论

空间外差光谱仪具有超分辨光谱探测的能力，

有效的干涉图校正方法能提高空间外差光谱仪的光

谱反演的精度，本文就此提出了一种基于频域分析

的干涉图校正方法，并给出了相关的实验结果。实

验结果证明，该方法能有效地校正二维干涉图信号，

提高干涉图反演光谱的精度。通过进一步的改进完

善，该方法可以应用于干涉图信号校正，为空间外差

光谱仪的干涉图数据处理工作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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