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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飞机机体及其羽流的红外光谱辐射特性，可以为探测、跟踪系统的谱段选择提供依据。准确的光谱辐射特

性有利于提高系统探测和跟踪的能力。对飞机的红外辐射光谱特性进行了外场测量研究。建立和分析了辐射传

输模型，设计了一个多谱段、滤光片分光的中波红外多光谱成像仪，采用了６４０ｐｉｘｅｌ×５１２ｐｉｘｅｌ的中波面阵探测

器，响应波长范围覆盖３．７～４．８μｍ，并对其噪声性能进行了评估。实际选取了民航飞机进行实验测量，获取了机

体及羽流在４个谱段上的光谱辐射特性。与传统的方法相比，获得了更真实的飞机红外辐射光谱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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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飞机的红外光谱辐射特性是指其红外辐射随光

谱的分布特性，主要来源包括对太阳光的反射和散

射，对地表辐射的反射和散射，以及机体、羽流的自

身辐射。飞机的红外光谱辐射特性揭示了其自身的

某些固有属性［１］，为探测、跟踪系统的谱段选择提供

了重要的依据，准确的光谱特性能有效提高这些系

统的性能。近年来，目标监测技术领域对飞机红外

１０３００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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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谱辐射特性研究及其准确性已提出了越来越紧迫

的需求。

目前，国内开展的研究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建立

飞机机体、羽流的三维模型，利用反向蒙特卡罗法，

或者有限体积积分法对飞机在各个谱段上的辐射特

性进行求解和仿真［２－４］，该方法的优点是耗费少，能

快速获得飞机在各个状态下的光谱辐射特性，但是

缺乏真实数据进行校核；另一种是利用光谱仪，近距

离对处于地面测试中的飞机发动机羽流进行测量，

以获取其辐射特性曲线［５］，这种方法的优点是能得

到真实的光谱辐射特性，但仅限于地面测试状态，没

能对实际飞行状态中的羽流光谱辐射特性进行测

量。此外，机体的红外辐射并不在这种方法的研究

范畴内。实际上，第二种方法更多的则是基于比尔

朗伯定律，应用在气体成分的非接触式检测等领域

内［６－１０］。

本文对飞机的红外辐射在中波红外３．７～

４．８μｍ谱段上的光谱特性进行了外场获取研究：提出

和分析了飞机机体、羽流的辐射传输模型，并设计实

现了一个４谱段、滤光片分光的中波红外多光谱成像

仪。采用了６４０ｐｉｘｅｌ×５１２ｐｉｘｅｌ的大面阵探测器，响

应波长范围覆盖３．７～４．８μｍ。选取民航飞机进行

了实际的实验测量，获取得到了机体及羽流在４个谱

段上的辐射特性。

２　辐射传输模型

飞机的红外辐射包括机体对太阳光、地表辐射

的反射和散射，以及机体、羽流的自身辐射，能够反

映其自身的固有辐射特点。经过一定距离的大气路

径传输后，进入光谱仪。因此，研究红外辐射的整个

大气传输过程，可以为收集这些固有的光谱特性提

供重要基础。

一个典型的研究场景如图１所示，利用光谱仪，

从地面对一定距离外、处于一定高度的飞机进行持

续的联动观测，使得飞机的机体、羽流落在光谱仪的

视场之内。在这个场景之下，光谱辐射特性按来源

可分为两个部分：１）羽流的辐射；２）机体自身辐射以

及对外部辐射的反射。现分别对这两个来源的光谱

辐射的传输过程进行建模。

图１ 典型的观测场景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ｏｆｔｙｐｉｃａｌ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首先是飞机羽流的红外光谱辐射的传输。如

图２所示，远端大气的路径光谱辐亮度犔Ｅ１（λ），被飞

机羽流吸收一部分，剩余光谱辐亮度为犔Ｔ２（λ）。此

外，羽流自身还有一定的光谱辐亮度犔Ｅ２（λ）。犔Ｅ２（λ）

和犔Ｔ２（λ）两部分继续往成像仪的入瞳传输，又经过

了近端大气的吸收，剩余为犔Ｔ３（λ），而近端大气自

身亦存在光谱辐亮度犔Ｅ３（λ）。

图２ 辐射传输原理图

Ｆｉｇ．２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ｄｉａｇｒａｍ

　　假设近端大气和羽流的光谱透射率分别为

τａ（λ）和τｐ（λ），则多谱段成像仪接收到的光谱辐亮

度为

犔（λ）＝犔Ｅ３（λ）＋τａ（λ）犔Ｅ２（λ）＋τａ（λ）τｐ（λ）犔Ｅ１（λ），

（１）

式中近端大气光谱透射率τａ（λ）和羽流的光谱透射

率τｐ（λ）均小于１。而对于长距离上的低空大气，通

常可以被认为是光学厚，这意味着

犔Ｅ３（λ）≈犔Ｅ３（λ）＋τａ（λ）犔Ｅ１（λ）． （２）

（２）式表明，远端大气产生的光谱辐亮度可以忽略不

计，将（２）式代入（１）式中，化简为

犔（λ）＝犔Ｅ３（λ）＋τａ（λ）犔Ｅ２（λ）． （３）

（３）式表明，在图２所示的辐射模型中，光谱仪接收

到的辐亮度为近端大气的自身辐亮度与经由近端大

气传输衰减后的羽流辐亮度之和，这与刘莹奇等［１１］

建立的空间目标红外特性测量原理相似。

现将（３）式再改写成光子辐射通量的形式
［１２］，

令光学系统的效率为τ０，且犉＃ 数（犉ｎｕｍｂｅｒ）是

１０３００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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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而探测器的像元面积是犃ｄ，填充因子是犉Ｆ，量

子效率是犙Ｅ，电荷增益为犌，探测器响应得到一定

的电压增量Δ犞。实际测试时，若采用的积分时间是

犜ｉｎｔ，结合该谱段λ上单个光子的能量犈ｓ（λ），可以得

到输出电压增量和入瞳处辐亮度之间的关系为

Δ犞 ＝
犔（λ）－犔Ｅ３（λ）

犈ｓ（λ）
·π犃ｄ
４犉２

·τ０·犉Ｆ·

犙Ｅ·犜ｉｎｔ·犌， （４）

式中犈ｓ（λ）＝犺犮／λ，犺表示普朗克常数，犮表示光速。

在此基础上，将（４）式代入（３）式进行变换，最终得到

羽流辐亮度与探测器输出电压增量的关系为

犔Ｅ２（λ）＝
Δ犞·犺·犮
λ

·４
·犉２

π·犃ｄ
·

１

τａ（λ）·τ０·犉Ｆ·犙Ｅ·犜ｉｎｔ·犌
． （５）

　　对于机体总的红外光谱辐射传输模型而言，与

图２中的模型略微不同：机体本身对红外辐射是不

透的，光谱仪视场实际接收到的辐亮度是近端大气

的自身辐亮度与经过近端大气传输衰减后的机体辐

亮度之和。因此，机体的辐亮度与探测器输出电压

增量的关系式仍然可以沿用（５）式。

３　中波红外多光谱成像系统

水汽以及ＣＯ２ 在中波红外谱段上存在有强烈

的吸收带，位于吸收带内的辐射又被强烈衰减，通常

的研究绝大多是大气窗口范围内展开的。但水汽和

ＣＯ２ 在中波红外谱段上又是一个强发射带，对飞机

这一类目标而言，发动机排放的高温水汽和ＣＯ２ 的

辐射非常强，对其光谱辐射特性的研究有很大的必

要性。

设计了一个中波多光谱成像仪，谱段覆盖３．７～

４．８μｍ，包括大气窗口和大气吸收谱段，由光学系统、

滤光片轮、中波红外探测器以及信号处理模块组成。

光学系统透过谱段为中波３．７～５．８μｍ，其焦距

是１２５ｍｍ，犉＃数是犉／２．０，总的视场角为７．３３°×

５．８７°。滤光片轮将该谱段细分为有４个通带：Ｂ１，

３．７～４．０μｍ；Ｂ２，４．１～４．３５μｍ；Ｂ３，４．３５～４．６μｍ；

Ｂ４，４．５５～４．８５μｍ。很明显，在谱段覆盖的全面性

上，所设计的光谱仪均要优于以往的一些设计方

案［１３－１４］。

探测器采用了液氮制冷的６４０ｐｉｘｅｌ×５１２ｐｉｘｅｌ

的中波红外面阵探测器，像元尺寸为２５μｍ×

２５μｍ。支持单通道和四通道的读出模式下，并支

持边积分边读出（ＩＷＲ），最高读出帧频高达１２０Ｈｚ

（开窗模式下更高），满阱电子数可达８Ｍ。探测器

的驱动电子学采用１４ｂｉｔ量化，噪声数字量化值

（ＤＮ）仅为７．５，符合低噪声设计的要求。

最终的中波红外多光谱成像系统如图３所示，

图中不包括光学安装底板以及用以固定光谱仪、动

态跟踪的三脚架。

图３ 中波红外多光谱成像仪

Ｆｉｇ．３ Ｍｉｄ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ｍｕｌｔｉ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ｉｍａｇｅｒ

４　多光谱测量结果及分析

利用第２节中提出的辐射传输模型，于２０１４年１

月２３日下午，在上海市施宏路某楼顶开展了对民航

飞机的实验测量。该楼位于浦东国际机场跑道北端

的正西方向，与跑道的直线距离约２．５ｋｍ。天气为

晴天，但是有南风，跑道北端仅供民航飞机降落，因而

所测得的飞机实际上是处于降落状态，如图４（ａ）

所示。

图４ （ａ）可见光实验研究场景；（ｂ）Ｂ３谱段图像；（ｃ）

Ｂ４谱段图像；（ｄ）Ｂ１谱段图像；（ｅ）Ｂ２谱段图像

Ｆｉｇ．４ （ａ）Ｖｉｓｕａｌｉｍａｇｅｏｆｔｈ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ｂ）ｉｍａｇｅｉｎ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Ｂ３；（ｃ）ｉｍａｇｅｉｎ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Ｂ４；（ｄ）ｉｍａｇｅｉｎ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Ｂ１；（ｅ）ｉｍａｇｅｉｎ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Ｂ２

４．１　多光谱成像结果

图４（ｂ）为飞机降落时在谱段Ｂ３（４．３５～４．６μｍ）

上的单谱段图像，这个谱段的一部分落在ＣＯ２ 强吸

收／发射带内，可以很明显地看出飞机羽流，但是整

个机身在这个谱段上辐射亮度很弱，已无法观测到；

图４（ｃ）和（ｄ）分别为谱段Ｂ４和Ｂ１上，飞机降落时

１０３００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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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图像。在这两个谱段上，飞机发动机对其外壳的

加热使得该部位的辐射亮度非常大，而机体引入的

辐射亮度在这两个谱段上也较为明显。

图４（ｅ）为谱段Ｂ２（４．１～４．３５μｍ）上飞机降落

的图像，这个谱段绝大部分落在ＣＯ２ 的强吸收／发

射带内，飞机的羽流辐射亮度与背景的对比非常大，

而且ＣＯ２ 的强烈吸收作用也使得观测路径上的背

景被极大地衰减和抑制，能够轻易地辨别出羽流。

４．２　光谱辐亮度特性分析

实际飞行过程中，飞机机头与大气摩擦的气动

热效应、发动机对其外壳的加热效应以及羽流等构

成了飞机红外辐射光谱特性的主要来源。因此，选

取这三个代表性区域进行光谱辐亮度的分析。

运用 ＭＯＤＴＲＡＮ软件，可以计算出各个谱段

上的大气透射率曲线，如图５所示，在Ｂ１～Ｂ４各个

图５ ３．７～４．８μｍ谱段大气透射率

Ｆｉｇ．５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ａｎｃｅｉｎ３．７～４．８μｍ

谱段上的有效光谱透射率分别为 Ｂ１：０．７８，Ｂ２：

０．１４，Ｂ３：０．３０，Ｂ４：０．７０。另由（３）式和（５）式，可以

反演出飞机的机头、发动机外壳以及羽流这三个典

型区域的光谱辐亮度。

按照第２节中的辐射传输模型获取飞机光谱辐

亮度时，在Ｂ１～Ｂ４谱段上远端大气背景出现了细

小的差异。具体表现为：如图４（ａ）所示，有飞机出

现在光学视场内时，远端大气背景高于单独测量到

的远端大气背景；在Ｂ４谱段上则正好相反。出现

这样的差异的根本原因是二者测量时间不同。对飞

机进行实验研究的时间是在下午，而单独测量远端

大气背景的时间是在傍晚。因此，光谱辐射亮度需

要修正。

将太阳光在大气中的散射作用以及对大气的加

热作用考虑进去。具体的方法是，在Ｂ１～Ｂ３谱段

上，减掉两次测量的远端大气背景的差值；在Ｂ４谱

段上，加上相应的差值，修正后的光谱辐射亮度见于

表１。从表１中可以看出，发动机外壳及羽流是两个

非常显著的特征，前者的主要谱段是Ｂ１和Ｂ４，后者

的主要谱段是Ｂ２及Ｂ３。机头的光谱辐射在各个谱

段均较弱，高于大气背景，但已经比较接近。从魏合

理等［１５］的测量研究来看，大气背景辐亮度在Ｂ１～Ｂ４

谱段上约为１．０×１０６Ｗ／（ｓｒ·ｃｍ２·μｍ），对比表１中

机头的辐亮度数据，不难发现机头辐亮度比大气背

景辐亮度要高，但是高出并不多，侧面佐证了实验所

测得的辐亮度数据较为可靠。

表１ Ｂ１～Ｂ４各个谱段上的光谱辐亮度

Ｔａｂｌｅ１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ｒａｄｉａｎｃｅｓｉｎＢ１～Ｂ４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Ｎｏ．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ｒａｄｉａｎｃｅ／［Ｗ／（ｓｒ·ｃｍ

２·μｍ）］

Ｈｅａｄ Ｅｎｇｉｎｅ Ｐｌｕｍｅ

Ｂ１ ５．１４×１０－５ １．０７×１０－３ ２．４４×１０－５

Ｂ２ ４．０３×１０－５ ５．０３×１０－５ １．２９×１０－３

Ｂ３ ２．６９×１０－５ ７．６９×１０－６ １．０６×１０－３

Ｂ４ ３．２３×１０－５ １．２６×１０－３ ３．１０×１０－５

　　在探测和跟踪系统的设计过程中，更多的是利

用光谱亮温来模拟未知目标的光谱辐射特性。因

而，在表１中反演得来的典型区域的红外光谱辐亮

度可以进一步用光谱亮温来等效，等效后的亮温数

据列在表２中。

从表２中可以发现，民航飞机下降过程中的亮

温高的区域集中在发动机和羽流区域，前者在大气

窗口谱段内，亮温高达３７０Ｋ以上；后者在大气吸收

区间，亮温高达３６０Ｋ以上。值得注意的是，机头和

发动机区域在大气吸收区间内的亮温与实际温度发

生了较大偏差，偏差的来源是在利用（５）式反演时，

近似认为带宽很窄，积分区间内的辐亮度看作了一

个常量。

表２ Ｂ１～Ｂ４各个谱段上的辐射亮温

Ｔａｂｌｅ２ Ｂｒｉｇｈｔｎｅｓｓ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ｉｎＢ１～Ｂ４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Ｎｏ．
Ｂｒｉｇｈｔｎｅｓｓ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Ｋ

Ｈｅａｄ Ｅｎｇｉｎｅ Ｐｌｕｍｅ

Ｂ１ ２９６．２ ３９１．６ ２７９．４

Ｂ２ ２７６．４ ２８１．４ ３８４．９

Ｂ３ ２６０．２ ２３６．４ ３６８．９

Ｂ４ ２５７．６ ３７０．０ ２５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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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引入线性混合光谱模型，该模型认为，目

标的辐射强度等于目标各个部位的辐射强度的线性

叠加。结合表１和表２的数据，不难得知发动机的

辐射强度或者羽流的辐射强度，均远大于机头为代

表的蒙皮区域。此外，对于探测系统而言，目标距离

远、以点目标的形式出现的概率极为常见。故探测

系统收集到的以民航飞机为代表的目标中波红外

３．７～４．８μｍ上的辐射强度可以表示为

犑≈∑
犻＝１，４

τａ犻犃Ｅ

π∫
Ｂ犻

犕（λ，犜Ｅ犻）ｄλ＋

∑
３

犻＝２

τａ犻犃Ｐ

π∫
Ｂ犻

犕（λ，犜Ｐ犻）ｄλ， （６）

式中 犕（λ，犜）表示光谱辐出度，τａ犻 为各个谱段

Ｂ犻（犻＝１～４）上的大气透射率，犜Ｅ１和犜Ｅ４分别表示

谱段Ｂ１和Ｂ４上发动机的亮温，犜Ｐ２和犜Ｐ３则分别代

表谱段Ｂ２和Ｂ３上羽流的亮温，均见于表２，犃Ｅ 和

犃Ｐ分别表示发动机和羽流在突出的亮温谱段上的

面积，分别是４ｍ２ 和６．４ｍ２。

４．３　光谱辐射与背景的对比度

４．１～４．２节的飞机光谱辐射亮度，最终可为探

测相类似目标积累相关数据。实际上，在目标探测

领域内，目标与背景的对比度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指

标。

图６ 飞机与背景的对比度［（蓝）机头；（绿）发动机

外壳；（红）羽流］

Ｆｉｇ．６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ｏｆｔｈｅａｉｒｃｒａｆｔａｎｄ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ｂｌｕｅ）

ｈｅａｄ；（ｇｒｅｅｎ）ｅｎｇｉｎｅ；（ｒｅｄ）ｐｌｕｍｅ］

第３节所设计的中波多光谱成像仪可看作线性

系统，因此，飞机光谱辐射与背景的对比度，可以依

据图像灰度值（或图像ＤＮ值）的对比度进行分析。

在图像处理的过程中，目标与背景的对比度定义为

目标与背景的灰度值之差比上目标与背景的灰度值

之和［１６－１８］。根据该定义，可以得到各个谱段上机体

典型区域与背景的对比度，如图６所示。

Ｂ１和Ｂ４谱段上，飞机发动机外壳的辐射亮度

非常高，所获取的图像对比度也很大，接近了０．５；

但是这两个谱段上，发动机羽流的辐射亮度很小，接

近背景，因此其对比度小于０．０８。这是因为羽流成

分为ＣＯ２ 和水，而Ｂ１和Ｂ４正好避开了其强发射

带；Ｂ２和Ｂ３谱段部分落入ＣＯ２ 的强发射带，因而

羽流的辐射亮度特别突出，在对比度上，分别达到了

０．２５和０．３４，远大于飞机机头和发动机外壳与背景

的对比度。由图４可知，在Ｂ２和Ｂ３谱段上，机头

和发动机外壳已经与背景无法区分开来。

综合图４与图６可知，飞机的光谱辐射与背景

的光谱辐射在对比度低达０．１时，仍然可以找出飞

机的轮廓。但是，当对比度更低时，飞机在该谱段上

与背景便很难区分开来。可以认为，对比度０．１是

一个临界分辨点。

５　结　　论

对飞机的红外辐射在中波红外３．７～４．８μｍ

谱段上的光谱特性获取研究进行了理论建模及外场

实验，以所提出的飞机机体、羽流的辐射传输模型为

基础，借助所设计的滤光片分光、４谱段中波红外多

光谱成像仪，对下降过程中的民航飞机进行了获取

研究，获取了机体及羽流在４个谱段上的辐射特性。

修正后的光谱辐亮度表明，发动机外壳在Ｂ１和Ｂ４

谱段特征非常明显，羽流在Ｂ２和Ｂ３谱段特征显

著，而机头则因为飞行速度较低导致的空气散热作

用，使得在各个谱段上光谱辐亮度都很弱。

整个研究过程提出了一套测量处在飞行状态的

飞机的红外光谱辐射特性的方法和仪器手段，根据

对辐射传输模型的分析可知，对飞机的上升过程亦

同样适用，但对巡航状态的飞机进行实验测量时，则

需要稳定的跟踪平台，才能获得相应状态下的光谱

辐亮度。

在后续的研究工作中，需要在同一时刻测量远

端大气背景；并要考虑高速滤光片轮控制技术，提高

观测帧频；进一步分析和定制滤光片中心波长和带

宽，提高测量的效率和针对性。

参 考 文 献
１ＤｕＳｈｅｎｇｈｕａ，ＧｏｎｇＪｉａｍｉｎｇ，ＸｉａＸｉｎｌｉｎ．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ａｓｐａｃｅｃｒａｆｔ［Ｊ］．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ａｎｄＬａｓｅｒ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９，３８

（２）：４３２－４３６．

　 杜胜华，龚加明，夏新林．某飞行器红外辐射特性研究［Ｊ］．红外

与激光工程，２００９，３８（２）：４３２－４３６．

２ＺｈａｎｇＫｅ，ＬｉＮｉｎｇ，ＬｉｕＦｕｍｅｉ，犲狋犪犾．．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ａｉｒｃｒａｆｔｓｋｉｎ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ｉｍａｇ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ｎｇ［Ｊ］．Ｌａｓｅｒ＆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２０１１，

４１（３）：２７３－２７７．

　 张　可，黎　宁，刘福美，等．一种飞行器蒙皮红外辐射图像生

成方法［Ｊ］．激光与红外，２０１１，４１（３）：２７３－２７７．

１０３０００２５



光　　　学　　　学　　　报

３ＬüＪｉａｎｗｅｉ，ＷａｎｇＱｉａｎｇ．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ｆｒｏｍａｉｒｃｒａｆｔｓｋｉｎｂｙｕｓｉｎｇＲＭＣ

ｍｅｔｈｏｄ［Ｊ］．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ａｎｄＬａｓｅｒ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９，３８（２）：

２３２－２３７．

　 吕建伟，王　强．飞行器蒙皮红外辐射特征的反向蒙特卡罗计算

与分析方法［Ｊ］．红外与激光工程，２００９，３８（２）：２３２－２３７．

４ＸｕＤｉｎｇｇｕｏ，Ｆｅｎｇ Ｗｅｉｌｉｎ，ＳａｎｇＪｉａｎｈｕａ．ＩＲ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ａｆｔｆｕｓｅｌａｇｅｓｋｉｎ［Ｊ］．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ａｎｄＬａｓｅｒ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１３，４２（１）：７－１３．

　 徐顶国，冯维林，桑建华．飞行器后机身蒙皮红外辐射特性［Ｊ］．

红外与激光工程，２０１３，４２（１）：７－１３．

５ＬｕｏＭｉｎｇｄｏｎｇ，ＪｉＨｏｎｇｈｕ，Ｈｕａｎｇ Ｗｅｉ，犲狋犪犾．．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ｏｆ ｍｉｄＩＲ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ｒａｄｉａｎｔ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ｏｆｅｘｈａｕｓ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ｉｔｈ ＦＴＩＲ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ｅｒ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

Ｐｏｗｅｒ，２００７，２２（９）：１４２３－１４２９．

　 罗明东，吉洪湖，黄　伟，等．用ＦＴＩＲ光谱仪测量排气系统中

红外光谱辐射强度的方法［Ｊ］．航空动力学报，２００７，２２（９）：

１４２３－１４２９．

６ＪｒｇＨｅｌａｎｄ，ＫｌａｕｓＳｃｈｆｅ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ａｉｒｃｒａｆｔｅｘｈａｕｓｔｓｗｉｔｈ

Ｆｏｕｒｉｅｒ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Ｊ］．ＡｐｐｌＯｐｔ，

１９９７，３６（２１）：４９２２－４９３１．

７ＧｒｅｇｏｒＳｃｈüｒｍａｎｎ，ＫｌａｕｓＳｃｈｆｅｒ，ＣａｒｓｔｅｎＪａｈｎ，犲狋犪犾．．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ＮＯ狓，ＣＯａｎｄＶＯＣ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ｏｎｔｈｅａｉｒ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

Ｚｕｒｉｃｈａｉｒｐｏｒｔ［Ｊ］．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０７，４１（１）：

１０３－１１８．

８ＺｈａｏＪｉａｎｈｕａ，ＺｈａｏＣｈｏｎｇｗｅｎ，ＷｅｉＺｈｏｕｊｕｎ，犲狋犪犾．．Ｓｔｕｄｙｏｎ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ｍｕｌｔｉ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ｔｏｘｉｃｇａｓｅ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ｎｅａｒ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ｍｅｔｈｏｄ ［Ｊ］．ＡｃｔａＯｐｔ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０，３０（２）：

５６７－５７３．

　 赵建华，赵崇文，魏周君，等．基于近红外光谱技术的多组分毒

性气体检测研究［Ｊ］．光学学报，２０１０，３０（２）：５６７－５７３．

９ＬｏｎｇＪｉｎｇｍｉｎｇ，Ｚｈｏｕ Ｗｅｉｄｏｎｇ，ＷｕＺｈｉｗｅｉ．Ａｈｉｇｈ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ｇａｓｅｏｕｓ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ｂａｓｅｄｏｎ

ＬａｂＶＩＥＷ ［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Ｌａｓｅｒｓ，２０１３，４０（１）：０１１５００３．

　 龙精明，周卫东，吴志伟．基于ＬａｂＶＩＥＷ 的气体高分辨率光谱

探测系统［Ｊ］．中国激光，２０１３，４０（１）：０１１５００３．

１０ＳｈａｎｇＬｉ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Ｌｉｃｈｕｎ，ＱｉＬｉｍｅｉ．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ｈｏｌｌｏｗｃｏｒｅ

Ｂｒａｇｇｆｉｂｅｒｗｉｔｈｂｒｏａｄｂ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ｆｏｒｔｒａｃｅｇａｓ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Ｌａｓｅｒｓ，２０１３，４０（２）：０２０５００４．

　 尚　亮，张立春，亓丽梅．面向痕量气体检测的宽带空心布拉格

光纤设计［Ｊ］．中国激光，２０１３，４０（２）：０２０５００４．

１１ＬｉｕＹｉｎｇｑｉ，ＬｉｕＸｉａｎｇｙｉ．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ｇｒｏｕｎｄｂａｓｅｄ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ｆｅａｔｕｒ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ｆｏｒｓｐａｃｅｔａｒｇｅｔ［Ｊ］．Ａｃｔａ

Ｏｐｔ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４，３４（５）：０５１２００３．

　 刘莹奇，刘祥意．空间目标的地基红外辐射特性测量技术研究

［Ｊ］．光学学报，２０１４，３４（５）：０５１２００３．

１２ＷａｎｇＪｉａｎｙｕ，ＳｈｕＲｏｎｇ，ＬｉｕＹｉｎｎｉａｎ，犲狋犪犾．．Ｉｍａｇｉｎｇ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１．

２９－７８．

　 王建宇，舒　嵘，刘银年，等．成像光谱技术导论［Ｍ］．北京：科

学出版社，２０１１．２９－７８．

１３Ｔｈｏｍａｓ Ｓｖｅｎｓｓｏｎ，Ｉｎｇｍａｒ Ｒｅｎｈｏｒｎ． Ｍｕｌｔｉ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ＭＷＩＲ

ｉｍａｇｉｎｇｓｅｎｓｏｒ［Ｃ］．ＳＰＩＥ，２００３，４８２０：１１６－１２５．

１４ＬａｎＷｅｉｈｕａ，ＷａｎＭｉｎ，ＷａｎｇＫａｉ，犲狋犪犾．．．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ＭＷＩＲ

ｍｕｌｔｉ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Ｊ］． Ｏｐｔｏ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２，３９（２）：５９－６２．

　 兰卫华，万　敏，王　凯，等．中波红外多光谱成像技术研究

［Ｊ］．光电工程，２０１２，３９（２）：５９－６２．

１５ＷｅｉＨｅｌｉ，ＣｈｅｎＸｉｕｈｏｎｇ，ＤａｉＣｏｎｇｍｉｎｇ，犲狋犪犾．．Ｇｒｏｕｎｄｂａｓｅ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ｒａｄｉａｎｃｅｓ［Ｊ］．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ａｎｄＬａｓｅｒ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２，４１（２）：

２８４－２９０．

　 魏合理，陈秀红，戴聪明，等．地基大气背景红外光谱辐射特性

测量［Ｊ］．红外与激光工程，２０１２，４１（２）：２８４－２９０．

１６ＪｉｎＷｅｉｑｉ，ＧａｏＳｈａｏｓｈｕ，ＷａｎｇＪｉｈｕｉ，犲狋犪犾．．Ａｍｏｄｅｌｔｏｐｒｅｄｉｃｔ

ｒａｎｇ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ｉｍａｇ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ｅｘｔｅｎｄｅｄｔａｒｇｅｔｂａｓｅｄｏｎ

ｍｉｎｉｍｕｍｒｅｓｏｌｖａｂｌｅ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Ｊ］．ＡｃｔａＯｐｔ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０９，２９

（６）：１５５２－１５５６．

　 金伟其，高绍姝，王吉晖，等．基于光电成像系统最小可分辨对

比度的扩展源目标作用距离模型［Ｊ］．光学学报，２００９，２９（６）：

１５５２－１５５６．

１７ＳｒｉｎｉｖａｓａＧＮａｒａｓｉｍｈａｎ，ＳｈｒｅｅＫＮａｙａｒ．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ｆ

ｗｅａｔｈｅｒｄｅｇｒａｄｅｄｉｍａｇｅｓ ［Ｊ］．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ｏｎ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Ｍａｃｈｉｎｅ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２００３，２５（６）：７１３－７２４．

１８ＪｉＬａｉｌｉｎ，ＬｉｕＣｈｏｎｇ，ＴａｎｇＳｈｕｎｘｉｎｇ，犲狋犪犾．．Ｐｈａｓｅｐｅｒｔｕｒｂａｔｉｏｎ

ｏｆｌａｒｇｅａｐｅｒｔｕｒｅＫＤＰｃｒｙｓｔａｌ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ｔｈｉｒｄ

ｈａｒｍｏｎｉｃｓ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Ｌａｓｅｒｓ，２０１２，３９（５）：

０５０２０１２．

　 季来林，刘　崇，唐顺兴，等．大口径ＫＤＰ晶体加工相位扰动与

三次谐波转换［Ｊ］．中国激光，２０１２，３９（５）：０５０２０１２．

栏目编辑：史　敏

１０３０００２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