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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小型傅里叶变换光谱仪波前像差分析与光谱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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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应用光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吉林 长春１３００３３;

２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１０００４９

摘要　为了进一步实现傅里叶变换光谱仪的微小型化,在基于多级微反射镜的傅里叶变换光谱仪结构中引入微透

镜阵列,利用微透镜阵列对由多级微反射镜调制的各级次的干涉光场单元进行同步收集.光场相位采用空间调制

的方式,因此系统的波前像差会导致各级次干涉光场单元的子波前产生不同程度的畸变.建立含有波前像差的光

场与多级微反射镜和微透镜阵列相互作用的标量衍射理论模型,计算表明波前像差会导致各级次干涉像点的强度

产生不同程度的衰减,同时在复原光谱中引入低频噪声.通过分析发现,干涉像点强度的衰减是各干涉光场单元

子波前像差的斯特列尔比调制的结果,且复原光谱中的低频噪声主要源于斯特列尔比的傅里叶谱.根据波前像差

对干涉图像的调制特点,提出了一种利用波前像差的斯特列尔比对干涉光强进行修正的方法,计算表明该方法可

以使复原光谱的失真得到有效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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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傅里叶变换光谱仪由于具有多通道、高通量、高
精度和低杂光等优点,在化学分析、药品检测、食品

安全、生物工程以及生命科学等领域得到了日益广

泛的应用[１Ｇ２].近年来,随着一些高新科学技术领

域的出现和发展,如空间探测、资源勘探、环境监控、
气象监测等领域的科学研究和工程应用,特殊的应

用环境和使用需求对傅里叶变换光谱仪的微小型化

提出了迫切的使用需求.因此,国内外许多科研机

构积极开展了基于新原理与新结构的微小型傅里叶

变换光谱仪的研究.瑞士纽沙特尔微技术研究所对

基于倾斜平面镜迈克耳孙干涉具的微小型光谱仪进

行了研究,实现了信号的宽光谱探测,但探测器像元

的尺寸限制了系统的光谱分辨率[３].瑞典中部大学

研制了一种基于阶梯形和楔形法布里Ｇ珀罗干涉具

的微小型光谱仪,实现了高分辨率的光谱测量,但由

于系统的波长选择性,只能进行单波长或窄带光谱

信号的探测[４].本课题组利用两个多级微反射镜代

替迈克耳孙干涉仪中的平面动镜,实现了干涉系统

的微小型化[５],用于干涉图像接收的缩束系统采用

开普勒双远心光路结构,由物镜和目镜组成,当物镜

的焦距为f１、目镜的焦距为f２时,缩束系统的总长

度为f１＋２f２,超过了１００mm[６],具有较大的体积

和质量.为了进一步实现傅里叶变换光谱仪的微小

型化,在基于多级微反射镜结构的傅里叶变换光谱

仪基础上,引入微透镜阵列取代缩束系统对各级次

的干涉光强进行同步采集.当微透镜阵列的焦距为

f 时,接收系统的总长度为f,本文中f 取１６mm,
与原系统相比,该系统具有更小的体积和质量.当

利用微透镜阵列对横向分布的各级次干涉光场单元

进行同步接收时,系统的波前像差会导致干涉光场

的波前产生畸变,进而影响干涉图像的能量分布与

复原光谱的质量.为此,针对该微小型傅里叶变换

光谱仪中波前像差对干涉图像与复原光谱产生的影

响进行分析,并提出了有效的光谱修正方法.

２　系统工作原理

基于多级微反射镜与微透镜阵列设计了微小型

傅里叶变换光谱仪,其光学结构如图１所示.两个

多级微反射镜对由光学准直系统出射的光场进行空

间相位调制[７Ｇ９],微透镜阵列对干涉图像进行同步接

收.两个多级微反射镜将入射光场在横向空间上分

割成许多个单元,每个光场单元对应着两个多级微

反射镜特定的行阶梯与列阶梯,从而对应一个特定

的相位差.设两个多级微反射镜的阶梯级数均为

N,其中横向多级微反射镜的阶梯步长为d,为了满

足光程差互补原则,纵向多级微反射镜的阶梯步长

为N×d,则横向多级微反射镜的第m 个阶梯与纵

向多级微反射镜的第n 个阶梯对入射光场调制产生

的光程差(OPD)为Δ(m,n)＝２(Nn－m)d.如图

１所示,其右图以 N＝４为例示意了光程差的空间

分布情况,其中s＝２d 为光程差的采样间隔.因

此,由两个多级微反射镜形成的第(m,n)个干涉光

场单元所对应的相位差φ(m,n)为

φ(m,n)＝２πνΔ(m,n)＝４πν(Nn－m)d,(１)
式中ν＝１/λ为光波的波数,λ为光波的波长.

图１ 微小型傅里叶变换光谱仪原理图

Fig．１ Principlediagramofmicrominiature
Fouriertransformspectrometer

被多级微反射镜调制形成的干涉光场由微透镜

阵列对各级次的干涉光场单元进行同步收集,然后

由探测器阵列获得干涉图像.干涉图像为各干涉级

次所对应的特定相位差的干涉像点阵列,将干涉像

点阵列与光程差进行配准,便可得到对应相位差分

布的干涉图像函数I(m,n).滤除干涉图函数直流

分量,然后对其进行离散傅里叶变换运算,反演得到

入射光信号频域的光谱信息,即

B(ν)＝２d∑
m
∑
n

[I(m,n)－‹I(m,n)›]

exp[－j２πν２(Nn－m)d], (２)
式中‹I(m,n)›为干涉图函数的直流分量数,j为虚

数单位.

３　系统建模与数值计算

３．１　光波场传播建模

在理想情况下,由光学准直系统出射的光束是

传播方向与光轴平行的平面波,被分束器分束后会

垂直入射到正交放置的两个多级微反射镜上.但系

统像差的存在会导致其出瞳面上的波前相对于理想

的平面波前存在一定的畸变.光学准直系统的出瞳

０２３０００１Ｇ２



光　　　学　　　学　　　报

位于多级微反射镜上,设系统的出瞳直径为 D,系
统的波像差函数为W(x,y),则入射到多级微反射

镜上的光场可以表示为

u０(x,y)＝circ x２＋y２/D/２( )[ ]

exp[j２πνW(x,y)]. (３)

　　当光场入射到两个多级微反射镜上时,两个多

级微反射镜利用其阶梯结构对入射光场的相位进行

分布式调制.两个多级微反射镜的区别在于它们具

有不同的阶梯排布方式与阶梯步长,设两个多级微

反射镜的阶梯宽度均为a,对于阶梯沿x 轴方向排

布的横向多级微反射镜,其阶梯步长为d,则相邻阶

梯引入的相位调制量为４πνd;而对于阶梯沿y 轴

方向排布的纵向多级微反射镜,其阶梯步长变为

Nd,则相邻阶梯引入的相位调制量为４πνNd.由

此,横向多级微反射镜和纵向多级微反射镜的屏函

数可分别表示为

s１(x,y)＝ rectx－a/２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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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表示卷积运算,rec()为矩形函数,δ()为狄拉克函数.
已知多级微反射镜的屏函数,则入射光场经横向多级微反射镜调制后的出射光场为u０(x,y)s１(x,y),

经纵向多级微反射镜调制后的出射光场为u０(x,y)s２(x,y).根据标量衍射理论,设光场由多级微反射镜

到微透镜阵列的传播距离为z,因此被两个多级微反射镜调制的光场传播到微透镜阵列上发生干涉时的叠

加光场可以表示为

u１(x,y)＝FT－１{FT[u０(x,y)s１(x,y)＋u０(x,y)s２(x,y)]Hz(fx,fy)}, (６)
式中FT表示傅里叶变换,FT－１表示傅里叶逆变换,fx和fy为空间频率,Hz(fx,fy)＝exp(j２πνz)exp[－
jπλz(f２

x ＋f２
y)]为Fresnel传递函数[１０].

微透镜阵列对干涉光场进行同步接收,假设各个微透镜单元的尺寸均为a,各个微透镜单元的焦距均为

f,由于单个微透镜单元对光场引入的相位调制因子为exp －j
π
λf
(x２＋y２)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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êê

ù

û
úú ,因此微透镜阵列的屏函数可

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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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comb()为梳状函数.
干涉光场经过微透镜阵列透射后,其透射光场变为u２(x,y)＝u１(x,y)t(x,y),在微透镜阵列焦平面

上形成干涉图像.根据标量衍射理论,微透镜阵列焦平面上干涉图像的强度分布可以表示为

I(x,y)＝ FT－１{FT[u２(x,y)]Hf(fx,fy)}２＝
FT－１{FT[u０(x,y)s１(x,y)＋u０(x,y)s２(x,y)]Hz(fx,fy)∗T(fx,fy)Hf(fx,fy)}２, (８)

式中 Hf(fx,fy)＝exp(j２πνf)exp[－jπλf(f２
x ＋f２

y)],T(fx,fy)＝FT[t(x,y)]是微透镜阵列的空间频

谱,通过数学分析与计算后可知函数形式为

T(fx,fy)＝－jλfN２a４{exp[jπλf(f２
x ＋f２

y)]∗[sinc(afx)sinc(afy)]}
{comb(afx)comb(afy)exp[－jπa(fx ＋fy)]}∗[sinc(Nafx)sinc(Nafy)]. (９)

　　将(３)~(５)式和(９)式代入(８)式,便可以得到

微透镜阵列焦平面上干涉图像的强度分布.干涉图

像实质上是对应各个干涉级次的干涉像点阵列,将
干涉像点阵列与光程差相匹配后,得到干涉图阵列

I(m,n),将其代入(２)式,便可得到入射光波的复原

光谱.

３．２　干涉图像与复原光谱的数值计算

波前像差可以分为轴向像差和垂轴像差,其中

对波前畸变影响比较大的是初级像差,因此本研究

主要以初级轴向球差和初级垂轴彗差为例分析波前

０２３０００１Ｇ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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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差对干涉图像和复原光谱的影响.取光学准直系

统的出瞳直径 D＝４８mm,多级微反射镜的级数

N＝３２,阶梯高度d＝０．６２５μm,阶梯宽度a＝１
mm,传播距离z＝３２mm,微透镜焦距f＝１６mm,
令入射光为单色波,即入射光光谱B０(ν)＝δ(ν－
ν０),波数ν０＝０．３μm－１,根据(８)式,当波前像差为

０时接收面上得到的干涉像点阵列的光强分布如图

２(a)所示;当波前像差的球差量和彗差量的均方根

均为０．２λ(λ为波长)时,接收面上得到的干涉像点

阵列的光强分布分别如图２(b)和图２(c)所示.
为了便于观察和对比,图２只给出了干涉图像

中四分之一区域的干涉像点阵列的光强分布情况.
由于衍射效应与波前像差的影响,各级次干涉像点

的能量向周围发生弥散,形成弥散斑.通过对比可

以看出,波前像差导致干涉图像中各干涉像点的相

对强度发生了改变.图２(a)为无像差时对应的干

涉像点阵列的光强分布,其归一化峰值强度均在０．９
以上,而当系统存在球差时,如图２(b)所示,许多干

涉像点(如图２(b)中的第(４,４)个干涉像点)的归一

化峰值强度下降到０．７;而当系统存在彗差时,如图

２(c)所示,许多干涉像点(如图２(c)中的第(４,１５)
个干涉像点)的归一化峰值强度下降到０．８.因此有

像差的干涉像点的峰值强度相对于无像差的干涉像

点的峰值强度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衰减,且不同级次

的干涉像点的峰值强度具有不同的衰减量.虽然球

差和彗差所对应的干涉像点的空间分布看起来差别

不大,但各干涉像点的峰值强度有着明显的差别.
因此,干涉像点的强度受到了波前像差的调制.

图２ 不同波前像差对应的干涉像点阵列的光强分布.(a)无像差;(b)球差;(c)彗差

Fig．２ Lightintensityofinterferogramimagepointarrayswithdifferentaberrations敭

 a AberrationＧfree  b sphericalaberration  c coma

图３ 不同像差对应的复原光谱.(a)球差;(b)彗差

Fig．３ Recoveredspectrawithdifferentaberrations敭 a Sphericalaberration  b coma

　　将干涉像点阵列与光程差阵列相匹配,根据(２)
式滤 除 其 直 流 分 量,并 对 其 进 行 离 散 傅 里 叶 变

换[１１Ｇ１３],便可以由干涉图像复原出入射光信号的光

谱,如图３所示.
图３(a)和图３(b)分别是由均方根为０．２λ的

球差和彗差对应的干涉像点阵列图２(b)和图２(c)
变换后得到的复原光谱.相对于理想的单色谱

线,球差和彗差使得复原光谱在低频光谱区域出

现了低频谱线.低频谱线由基频及其高次谐频组

成,基频位于０．２５μm－１处,高次谐频为基频的整

数倍,且频次越高,幅值越弱.同时,球差和彗差

所对应的低频谱线的幅频特性也具有不同的形式

和数值.比较图３(a)和图３(b)可以看出,对于相

同均方根值的球差和彗差,球差在复原光谱中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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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噪声量要远大于彗差在复原光谱中引入的噪

声量.

４　结果分析与光谱修正

４．１　干涉像点强度调制分析

根据图２,波前像差与衍射效应使得干涉图像中

的各干涉像点不再是一个理想的几何像点,而是一个

弥散斑,其峰值强度发生衰减.用斯特列尔比(Strehl
ratio)来表示波前像差对干涉像点峰值强度的调制

作用,即波前像差导致的弥散像斑的峰值强度与

无像差时理想像斑的峰值强度之比.波前像差函

数为W(x,y),则第(m,n)个干涉光场单元所对应

的子波前的像差函数 可 以 表 示 为 Wm,n(x,y)＝

W(x,y)rect
x－a/２－ma

a
æ

è
ç

ö

ø
÷recty－a/２－na

a
æ

è
ç

ö

ø
÷,从而

第(m,n)个干涉像点所对应的斯特列尔比可表达为

Rm,n(Δ)≈exp[－(２πνσWm,n)２], (１０)
式中σWm,n 为第(m,n)个干涉光场单元所对应的子

波前像差的标准差.

干涉像点的斯特列尔比代表了波前像差对各干

涉像点的调制度,当波前像场的球差量和彗差量的

均方根分别为０．２λ时,波前像差对各级次干涉像点

的斯特列尔比调制曲线如图４所示.
由图４可以看出,随着采样光程差的连续变化,

球差和彗差使干涉像点的调制度呈准周期振荡变

化,振荡周期为４０μm.在零光程差处干涉像点的

调制度为１,说明球差和彗差对零光程差处的干涉

像点没有影响;而干涉像点的调制度随光程差增加

呈振荡变化,说明球差和彗差对非零光程差区域干

涉像点的峰值强度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削减.球差和

彗差对应的调制曲线之间的差异主要表现为上包络

线和下包络线之间的差异,这说明了不同形式的像

差对干涉像点调制影响的差异.对比图４(a)和
图４(b)可知,对于相同均方根值的球差和彗差,球
差对干涉像点峰值强度的影响要远大于彗差对干涉

像点峰值强度的影响.而振荡周期之所以为４０μm
主要是因为球差和彗差具有对称性,而光程差阵列

的一个周期正好为０．６２５μm×２×３２＝４０μm.

图４ 不同像差对应的斯特列尔比调制曲线.(a)球差;(b)彗差

Fig．４ Strehlratiomodulationcurvesfordifferentaberrations敭 a Sphericalaberration  b coma

４．２　附加相位误差分析

由于波前像差的影响,各级次干涉光场单元所

对应的子波前的传播方向不再平行于光轴.由第

(m,n)个干涉光场单元所对应的子波前的像差函数

Wm,n(x,y)可以得到该子波前的法线相对于光轴的

偏向角,即第(m,n)个干涉光场单元的传播方向相

对于光轴的偏向角为

θm,n ＝

arccos １－
∂Wm,n

∂x
æ

è
ç

ö

ø
÷

２

－
∂Wm,n

∂y
æ

è
ç

ö

ø
÷

２

. (１１)

　　由于各干涉光场单元的传播方向相对于光轴产

生了一定的偏向角,因此多级微反射镜在对干涉图像

进行采样时,各干涉级次的采样光程差将会受到光场

偏向角的影响.当第(m,n)个干涉光场单元以偏向

角θm,n 入射到多级微反射镜上时,第(m,n)个采样光

程差由理想的Δm,n 变为Δ′
m,n＝Δm,ncosθm,n ,从而产

生了一个附加相位误差,即

φm,n(Δ)＝２πν(Δ－Δcosθm,n)＝

２πνΔ １－ １－
∂Wm,n

∂x
æ

è
ç

ö

ø
÷

２

－
∂Wm,n

∂y
æ

è
ç

ö

ø
÷

２é

ë

ê
ê

ù

û

ú
ú
.

(１２)

　　根据附加相位误差公式,当波前像差的球差量

和彗差量的均方根分别为０．２λ时,附加相位误差随

光程差的变化曲线如图５所示.
由图５可以看出,球差和彗差使得附加相位误差

随光程差的增加呈准周期振荡变化,且振荡周期也为

４０μm,但是振荡的幅值都随着绝对光程差的增加而

增大.振荡幅值的变化说明波前像差对不同级次的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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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不同像差对应的相位误差随光程差的变化曲线.(a)球差;(b)彗差

Fig．５ Phaseerrorvs敭opticalpathdifferencewithdifferentaberrations敭 a Sphericalaberration  b coma

图６ 不同像差对应的斯特列尔比的傅里叶谱.(a)球差;(b)彗差

Fig．６ FourierspectraofStrehlratiowithdifferentaberrations敭 a Sphericalaberration  b coma

涉像点引入了不同大小的相位误差量.球差和彗差

对应的相位误差曲线的外包络线和内包络线之间的

差异说明了不同形式的像差对干涉图像影响的差

异.对于相同均方根值的球差和彗差,球差引入的

相位误差量要远大于彗差引入的相位误差量.

４．３　复原光谱谱线噪声分析

由４．１节和４．２节的分析可知,波前像差对干涉

图像中各级次干涉像点的光强进行了调制,并且引

入相位误差,从而导致复原光谱的失真.由图５可

知,均方根为０．２λ的球差和彗差引入的相位误差量

较小,忽略相位误差对干涉光强的影响,则实际的干

涉光强可以近似表示为

I(Δ)≈R(Δ)∫
¥

０
B０(ν)dν＋

R(Δ)∫
¥

０
B０(ν)exp[j(２πνΔ)]dν＝

R(Δ)‹I(Δ)/R(Δ)›＋R(Δ)I０(Δ), (１３)
式中‹I(Δ)/R(Δ)›为I(Δ)/R(Δ)的平均值.

对(１３)式的两边同时做傅里叶变换运算,则由

实际的干涉图像得到的复原光谱函数为

B(ν)＝‹I(Δ)/R(Δ)›M(ν)＋
M(ν)∗B０(ν), (１４)

式中 M(ν)＝FT[R(Δ)]为 斯 特 列 尔 比 的 傅 里

叶谱.

由(１４)式可以看出,波前像差在空间域对各级

次干涉像点的光强进行调制,在频域则表现为斯特

列尔比的傅里叶谱与入射光谱的相互作用,也就是

说波前像差使复原光谱除了具有入射光波的光谱成

分之外,还叠加有斯特列尔比的傅里叶谱成分.对

于均方根为０．２λ的球差和彗差,由斯特列尔比调制

曲线可以得到斯特列尔比的傅里叶谱,其基频及谐

频的放大图如图６所示.
由图６可以看出,球差和彗差的斯特列尔比傅

里 叶 谱 由 基 频 及 其 高 次 谐 频 组 成,基 频 位 于

０．０２５μm－１处,高次谐频为基频的整数倍.斯特列

尔比调制曲线的振荡周期为４０μm,因此其傅里叶

谱的基频为０．０２５μm－１.通过对比图６与图３可

以看出,在图３中受波前像差影响的复原光谱中的

低频谱线噪声含有斯特列尔比的傅里叶谱成分,因
此斯特列尔比的傅里叶谱是复原光谱中低频谱线噪

声出现的主要原因.

４．４　复原光谱的光谱修正

干涉光强受到波前像差斯特列尔比的调制,因此

利用波前像差的斯特列尔比对干涉光强进行修正,可
以降低波前像差对复原光谱的影响.由实际光学准

直系统的波前像差函数W(x,y)可以得到与各干涉

光场单元所对应的子波前的像差函数Wm,n(x,y),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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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得 到 各 级 次 干 涉 像 点 所 对 应 的 斯 特 列 尔 比

Rm,n(Δ).由实际得到的各级次干涉像点的光强I(Δ)
与其所对应的斯特列尔比R(Δ),根据(１３)式,就可以

得到斯特列尔比修正的干涉图函数.通过对斯特列

尔比修正的干涉图函数进行傅里叶变换,便可以得到

斯特列尔比修正后的复原光谱函数B′０(ν),即

′B０(ν)＝FT
I(Δ)－‹I(Δ)/R(Δ)›R(Δ)

R(Δ)
é

ë
êê

ù

û
úú .(１５)

　　根据(１５)式,当波前像差的球差量和彗差量的

均方根分别为０．２λ时,利用波前像差的斯特列尔比

对干 涉 光 强 进 行 修 正 后 得 到 的 复 原 光 谱 如

图７所示.

图７ 斯特列尔比修正后的复原光谱.(a)球差斯特列尔比修正;(b)彗差斯特列尔比修正

Fig．７ RecoveredspectraafterStrehlratiocorrection敭 a SphericalaberrationStrehlrationcorrection 

 b comaStrehlratiocorrection

图８ 归一化光谱误差随像差均方根的变化曲面.(a)斯特列尔比修正前;(b)斯特列尔比修正后

Fig．８ NormalizedspectraerrorvaryingwithaberrationrootＧmeanＧsquarevalue敭 a BeforeStrehlratiocorrection 

 b afterStrehlratiocorrection

　　图７(a)和图７(b)分别为利用球差斯特列尔比

对图２(b)的干涉像点阵列进行修正和利用彗差斯

特列尔比对图２(c)的干涉像点阵列进行修正后得

到的复原光谱.通过比较图７和图３可以看出,利
用斯特列尔比修正得到的复原光谱中,低频谱线噪

声得到了有效的抑制.虽然利用球差斯特列尔比修

正得到的复原光谱中仍存有少量的残余低频噪声

(主要是相邻干涉光场单元之间的串扰引起的),但
与斯特列尔比修正前的复原光谱相比,修正后的复

原光谱质量已经得到了明显改善.因此,在一定的

像差容限范围内,利用波前像差的斯特列尔比对干

涉光强进行修正,可以有效降低波前像差引起的复

原光谱的失真.
为了对斯特列尔比修正前和修正后的复原光谱

的质量进行对比,并提出合理的像差容限,采用归一

化光 谱 误 差 来 评 价 复 原 光 谱 的 质 量,即 Q ＝

∫
¥

０
B(ν)－B０(ν)dν∫

¥

０
B０(ν)dν[ ] . 针 对 不 同

的球差量与彗差量,求取利用斯特列尔比对干涉图

像进行修正前与修正后复原光谱的归一化光谱误

差,得到归一化光谱误差随球差均方根σWs 与彗差

均方根σWc 的变化情况,如图８所示.
由图８可以看出:利用斯特列尔比对干涉图像修

正前,复原光谱的归一化光谱误差随σWs 和σWc 呈准

线性增加,当仅存在球差时,Q 随σWs 的递增速率约

为３．２７λ－１;当仅存在彗差时,Q 随σWc 的递增速率约

为１．１８λ－１,可见球差对复原光谱的影响要大于彗差

对复原光谱的影响.当σWs＝０．２λ、σWc＝０．２λ时,归
一化光谱误差已经达到０．９,复原光谱中的噪声功率

已接近信号功率.而当利用斯特列尔比对干涉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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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修正后,其复原光谱的Q 值明显降低,当σWs ＝
０．２λ、σWc＝０．２λ时,Q 值已经下降到０．２７,与斯特列

尔比校正前的复原光谱相比,光谱质量提升了２倍

多.因此,利用斯特列尔比对干涉图像进行修正,可
以有效降低波前像差对复原光谱的影响.由图８(b)
可知,若采用斯特列尔比修正的方法,将复原光谱的

归一化光谱误差控制在５％以内,则系统的波前像差

只需要控制在σWs ≤０．０２５λ、σWc ≤０．０４λ即可.

５　结　论

在基于多级微反射镜的傅里叶变换光谱仪结构

的基础上,利用多级微反射镜对入射光场进行空间

相位调制的同时,引入微透镜阵列取代缩束系统对

各级次的干涉光强进行同步接收,可以有效减小仪

器的体积和重量,实现光谱仪器的微小型化.由于

光学准直系统波前像差的影响,入射光场的波前会

产生畸变,从而引起干涉图像与复原光谱的失真.
系统波前像差使得各干涉光场单元所对应的子波面

具有不同的子波前像差,各子波前像差会对其所对

应的干涉像点的强度进行调制,从而导致干涉像点

峰值强度的衰减.同时,波前像差还会导致各干涉

光场单元所对应的子波面的法线偏离光轴,从而使

采样光程差发生改变,进而引入附加相位误差.波

前像差在空域对干涉图像中各干涉像点光强进行调

制,在频域中则引起复原光谱中低频谱线噪声的产

生.低频谱线噪声是波前像差对干涉像点进行调制

的结果,因此可以利用斯特列尔比对波前像差作用

的干涉图像进行修正,以降低波前像差对干涉图像

的影响,进而有效降低波前像差导致的复原光谱的

失真,提高复原光谱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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