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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对称三对角矩阵的宽带滤波调制光谱观测编码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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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压缩感知及深度学习理论的光谱观测编码方案存在滤光器件设计与光谱重建过程复杂、设计光谱透过

率难以硬件实现等问题,因此从简化光谱观测系统的思路出发,考虑常见干涉滤光器件的制造难度,提出基于对称

三对角Toeplitz矩阵的光谱透过率观测编码方案;采用矩阵理论讨论光谱观测矩阵的适定性,并采用数值仿真方

法研究其容差能力。理论分析结果表明,随着光谱观测矩阵规模的增大,对称三对角矩阵的条件数增长较慢,上限

可控。数值仿真结果表明,采用非负最小二乘算法进行光谱重建,并在保证特定约束的情况下,增加观测矩阵的规

模对对称三对角矩阵光谱观测编码方案适定性的影响较小,仍然可以保证很高的光谱测量重建准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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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pectral
 

observation
 

coding
 

scheme
 

based
 

on
 

compressed
 

sensing
 

and
 

deep
 

learning
 

theory
 

has
 

some
 

problems 
 

such
 

as
 

the
 

complex
 

process
 

of
 

filter
 

design
 

and
 

spectral
 

reconstruction 
 

and
 

the
 

difficulty
 

of
 

hardware
 

implementation
 

of
 

the
 

designed
 

spectral
 

transmittance 
 

Therefore 
 

in
 

order
 

to
 

simplify
 

the
 

spectral
 

observation
 

system 
 

considering
 

the
 

manufacturing
 

difficulty
 

of
 

common
 

interference
 

filters 
 

a
 

spectral
 

transmittance
 

observation
 

coding
 

scheme
 

based
 

on
 

symmetrical
 

tridiagonal
 

Toeplitz
 

matrix
 

is
 

proposed 
 

The
 

well-posedness
 

of
 

spectral
 

observation
 

matrix
 

is
 

discussed
 

by
 

matrix
 

theory 
 

and
 

its
 

tolerance
 

is
 

studied
 

by
 

numerical
 

simulation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results
 

show
 

that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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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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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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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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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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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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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be
 

controlled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non-negative
 

least
 

squares
 

algorithm
 

is
 

used
 

for
 

spectral
 

reconstruction 
 

and
 

under
 

certain
 

constraints 
 

increasing
 

the
 

size
 

of
 

the
 

observation
 

matrix
 

has
 

little
 

infl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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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uitability
 

of
 

the
 

spectral
 

observation
 

coding
 

scheme
 

of
 

the
 

symmetric
 

tridiagonal
 

matrix 
 

which
 

can
 

still
 

guarantee
 

the
 

high
 

accuracy
 

of
 

spectral
 

measurement
 

re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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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基于宽带滤波调制的计算光谱测量技术是一种

新型光谱测量技术,其主要特征是采用宽带滤波器

件在光谱维上对入射光谱进行编码调制,然后根据

光谱编码的逆变换反求真实的入射光谱。该技术可

以使光谱仪器具有光通量高、结构紧凑以及易于小型

化的特点,在光谱测量及光谱成像仪器微型化领域是

一种热点技术路线[1-3],同时在消费电子和航空航天

光谱成像遥感等领域有着广泛的潜在应用价值[4-6]。

2003年,Xu等[7]采用具有不同空间光谱透过

率的平面光子晶体进行光谱测量,首次提出了基于

宽带 滤 波 调 制 的 计 算 光 谱 测 量 技 术。2008年,

Chang等[1]利用该技术在低成本、低性能的滤光膜

阵列 上 实 现 低 成 本、微 型 化 的 光 谱 测 量。后 来

Chang等[8]改进原型样机以提高光谱分辨率,并对

测量精度进行了一系列探讨。Oliver等[9]提出基于

压缩感知理论设计光谱透过率的方法,该方法可采

用较少的宽带滤光器件来恢复更多的光谱通道数。

Zhang等[10]搭建原型样机来证明压缩感知原理应

用于宽带滤波调制光谱的可能性,但存在光谱透过

率编码对不同目标光谱观测效果不一致的问题。近

年来,随着新材料与微纳制造技术的发展,基于量子

点[2]、光子晶体[3]及纳米线[11]等新型器件的光谱测

量技术相继被提出,此类研究都基于类似的光谱测

量原理,主要不同之处是光谱滤光编码器件及其排

布方式。
总结相关研究结果可知,现有研究中提高光谱

重建准确度的思路主要可分为两类:一是采用大量

具有任意光谱透过率的宽带滤波器件进行光谱观

测,这可以从高维数据中高概率地准确恢复低维光

谱数据;二是对宽带滤波器件的光谱透过率进行特

定设计,进而通过较少的宽带光谱滤波测量可准确

地恢复相等甚至更高维数的光谱数据[12]。对比这

两种思路,在现有光谱滤光器件制造技术的条件下,
根据设计要求实现特定的复杂光谱透过率曲线很困

难,而且成本高昂。采用大量具有任意光谱透过率

的滤波器件显然在成本上具有一定优势,但会造成

其他硬件及采集数据的大量冗余,使光谱观测效能

偏低,尤其是对于光谱成像的应用,大量的光谱调制

观测会牺牲更多的空间或时间分辨率。因此,在考

虑滤波器件工程实现难度的约束下,对光谱透过率

编码进行一定的设计约束以提升系统的光谱观测效

能是非常有必要的。

现有研究中,光谱观测系统的编码设计主要采

用基于压缩感知及深度学习的方法,然后采用针对

性算法来重建光谱的最优解。但此类方法目前存在

一些重要问题难以解决:对于基于压缩感知的编码

设计,普适的压缩感知观测矩阵,如高斯随机矩阵在

现有的技术条件下难以准确制造;一些根据有限等

距性质(RIP)设计(筛选组合)的观测矩阵虽然在硬

件层面上已经被实现及验证,但可能存在对不同目

标光谱观测效果不一致等问题[9],并且其设计与制

造难度仍然较大[12];同时压缩感知光谱重建算法的

计算复杂度较高。对于基于深度学习的编码方法,
光谱重建效果相对较好,重建计算量相对较少,但设

计与训练过程非常复杂,并且仍然存在宽带光谱编

码器件透过率难以精确实现的问题[13-14]。
本文针对现有光谱调制编码矩阵难以物理实现

的问题,综合考虑光谱滤光器件的工程实现难度及

重建光谱的准确度,以矩阵条件数理论为依据,提出

根据对称三对角矩阵的性质设计光谱透过率编码方

案。首先给出对称三对角矩阵所对应的宽带光谱透

过率曲线组,并说明该光谱观测矩阵中的元素与宽

带光谱透过率曲线中的参数间的对应关系;然后给

出对称三对角矩阵的条件数估计及对应约束,证明

了随着矩阵规模的增加,该编码方案的条件数有界,
病态程度可控,并给出对应的宽带光谱透过率制造

误差约束;最后采用数值仿真方法对设计的光谱透

过率曲线在制造及标定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一些误差

形式进行分析,证明了该编码方案的容差能力较好,
获取的重建光谱较为准确。

2 基本原理

图1为基于宽带滤波调制的光谱成像技术的基

本原理,即通过多个宽带滤波器件对入射光在光谱

维上进行多次调制编码及组合测量,然后通过光谱

重建计算可以获得各像素所对应的光谱信息。图1
中Rt 为第t组光谱调制响应,λ 为波长,St 为第t
组光谱调制响应对应的探测器测量信号,Eu 为第u
波段对应的重建光谱强度,u 为总的光谱波段数。

设S 为探测器的输出信号,R(λi)为R(λ)的离

散采样结果,λi 为第i个光谱波段的名义中心波长,

λ0 为系统的光谱响应下界,λ1 为系统的光谱响应上

界,E(λ)为入射光谱强度随波长的分布函数,E(λi)
为E(λ)的离散采样结果,则S[7]可表示为

S=∫
λ1

λ0
R(λ)E(λ)dλ=∑

λ1

λ0

R(λi)E(λi)。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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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基于宽带滤波调制的计算光谱成像技术的原理

Fig.
 

1 Principle
 

of
 

computational
 

spectral
 

imaging
 

technology
 

based
 

on
 

broadband
 

filtering
 

modulation

  若对光谱响应R(λ)进行t次调制与测量,则可

以得到

Sk =Rk(λi)E(λi), (2)
式中:Sk 表示一个t×1大小的列矩阵,每一个元素

代表探测器的第k 次输出信号;Rk(λi)表示一个

u×t大小的矩阵,行方向代表某一组光谱的调制响

应值,列方向代表第k组光谱的调制响应值;E(λi)
表示一个u×1大小的列矩阵,其中每一个元素代

表与光谱调制响应波长对应的入射光谱强度。
改变系统光谱响应的最直接方法就是添加具有

不同光谱透过率的滤光器件。设τk(λi)为第k 个

滤波器件的离散光谱透过率,此时(2)式可表示为

Sk =τk(λi)R(λi)E(λi)。 (3)

  显然,根据测量所得的光谱调制矩阵τk(λi)×
R(λi)与探测目标的实际测量信号矩阵Sk,即可以

反演计算出离散的入射光谱。因为每一组宽带滤波

调制可理解为一次光谱观测,因此光谱调制矩阵

τk(λi)R(λi)也可以称为光谱观测矩阵。
在实际测量过程中,τk(λi)R(λi)和Sk 都是通

过测量过程获得的,这不可避免地存在测量不确定

度。分析(3)式可知,由于其具有病态性,所以在方

程解算的过程中将会对τk(λi)R(λi)和Sk 的测量

误差起到放大作用,从而造成重建光谱的准确度下

降。由观测系统的不适定性造成光谱重建计算的准

确度不佳是该技术主要存在的问题之一,而R(λi)
为常量保持不变,τk(λi)R(λi)主要特性将由τk(λi)
的特性决定,因此对τk(λi)进行特殊设计可以极大

地改善系统的适定性,提高光谱重建精度。

3 对称三对角光谱观测矩阵的设计

3.1 带阻滤光器件透过率与对称三对角光谱观测

矩阵

将带阻区域在目标光谱区间内均匀分布的带阻

滤光片阵列作为光谱调制器件。图2(a)为一典型

的带阻滤光器件的光谱透过率曲线,图2(b)为带阻

滤光片组的光谱透过率曲线,其带阻区域在观测目

标光谱区间内均匀分布。

图2 带阻滤光片的光谱透过率曲线。(a)典型带阻滤光片的光谱透过率曲线;(b)带阻滤光片组的光谱透过率曲线

Fig.
 

2 Spectral
 

transmittance
 

curve
 

of
 

band-stop
 

filter 
 

 a 
 

Spectral
 

transmittance
 

curve
 

of
 

typical
 

band-stop
 

filter 
 

 b 
 

spectral
 

transmittance
 

curves
 

of
 

block
 

filter
 

arr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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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谱观测矩阵τk(λi)为理想光谱透过率曲线

的离散采样结果。目前主要有三种离散采样方法,
即直接采样、均值采样及高斯函数采样。直接采样

为等间隔直接采样,均值采样采用波段内的光谱响

应均值作为采样值,高斯函数采样采用一定宽度的

高斯函数对光谱透过率进行离散采样。采用三种离

散采样方法对图2(b)中带阻滤光片组的光谱透过

率曲线进行采样,得到的光谱透过率矩阵分别表示

为

0 1 … … 1
1 0 … 1 ︙
︙ ︙ ︙ ︙ ︙
︙ 1 … 0 1
1 … … 1 0

























, (4)

0 0.9 … … 1
0.9 0 … 1 ︙
︙ ︙ ︙ ︙ ︙
︙ 1 … 0 0.9
1 … … 0.9 0

























, (5)

0.0212 0.9258 1 … 1
0.9258 0.0212 … 1 ︙
︙ ︙ ︙ ︙ ︙
︙ 1 … 0.0212 0.9258
1 … 1 0.9258 0.0212

























。 (6)

  (4)式是采用直接采样方法得到的,τk(λi)呈现

的是一个对角矩阵形式;(5)式是采用均值采样方法

得到的,τk(λi)呈现的是一个对称三对角矩阵形式;
(6)式是采用5

 

nm宽的高斯函数采样方法得到的,

τk(λi)呈现的是一个近似对称三对角矩阵形式,其
中的元素保留小数点后4位,因在10-4 以下的偏差

对光谱观测重建结果的影响很小,故可以忽略。
因此,(4)~(6)式可以归纳为一般形式,即

m n … … 1
n m … 1 ︙
︙ ︙ ︙ ︙ ︙
︙ 1 … m n
1 … … n m

























, (7)

式中:m 和n 分别表示带阻滤光片的光谱透过率曲

线中带阻波段及其相邻波段的采样值,0≤m<n≤
1。讨论(7)式的适定性可有效表征采用带阻滤光片

组作为光谱调制器件的光谱观测能力,此处仅讨论

方阵情况下的光谱观测性能,即光谱观测数等于待

求波段数的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由高斯函数采样的方式获得的

光谱观测矩阵形式可能随着高斯函数宽度的变化而

有所变化,例如(6)式为近似对称三对角矩阵,部分

位置近似为1。对于此类近似对称三对角矩阵,后
文将其作为添加误差的标准对称三对角矩阵,以评

估其光谱观测性能。

3.2 对称三对角编码矩阵的病态估计及对应约束

结合无宽带光谱滤波器件的测量(所有波段光

谱透过率都为1),可将(6)式的对称三对角光谱观

测矩阵进行简单的初等变换,即变为标准形式,可表

示为

m n … … 1
n m … 1 ︙
︙ ︙ ︙ ︙ ︙
︙ 1 … m n
1 … … n m

























→

1-m 1-n … … 0
1-n 1-m … 0 ︙
︙ ︙ ︙ ︙ ︙
︙ 0 … 1-m 1-n
0 … … 1-n 1-m

























→

a b … … 0
b a … 0 ︙
︙ ︙ ︙ ︙ ︙
︙ 0 … a b
0 … … b a

























=A, (8)

式中:a=1-m 表示带阻滤光器件的光谱透过率曲线

中带阻区域的深度;b=1-n,主要取决于带阻波段

“上升沿”与“下降沿”区域的斜率,有1≥a>b≥0。
(8)式的对称三对角矩阵A 可称为对称三对角

Toeplitz矩阵,在并行计算及电信控制分析等领域

均有着广泛的应用,而且其性质已被国内外学者广

泛研究。文献[15]已经证明,当满足

|a|>2|b|,|1-a|+|2b| cos π
n+1  <1

(9)
时,p 阶对称三对角Toeplitz矩阵A 的l2 范数条件

数C2(A)的估计范围为

|a|+2|b|cos
π

p+1  
1+|1-a|+2|b|cos

π
p+1  

≤C2(A)≤

|a|+2|b|cos
π

p+1  
1-|1-a|-2|b|cos

π
p+1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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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0)式可以看出:当观测矩阵的阶数p 较大

时,cos π
p+1  趋近于1,即随着观测矩阵规模的不断

增加,条件数C2(A)有上界,为 |a|+2|b|
1-|1-a|-2|b|

;同

时考虑到|a|>2|b|且1≥a>b≥0,可知C2(A)的上

界为
a+2b
a-2b

,这证明了采用对称三对角矩阵编码的宽

带滤波调制光谱观测系统的病态程度可控,采用该矩

阵进行光谱观测将有较好的效果。
下面讨论对称三对角矩阵编码条件数有界对应

的物理限制。根据(9)式及1≥a>b≥0,可得

1≥a>2b≥0。 (11)

  结合a 和b的物理意义可知,带阻滤光器件在

带阻区间的截止深度较深,且上升沿、下降沿均较为

陡峭即可,具体定量关系应满足(11)式。这一约束

相对较弱,其对应的光谱透过率较容易在工程上实

现。以常规的干涉带阻滤光片为例,其截止区域的

截止深度很容易达到10-2 以下(a>0.99),而上升

沿与下降沿所对应的波段采样数只需小于0.5即

可,采样数小于0.5可定性理解为上升沿与下降沿

的通带区域大于区间宽度的1/2。

3.3 对称三对角光谱观测矩阵的容差能力

3.2节从矩阵理论的角度说明对称三对角观测

矩阵的条件数有界,及其对应的约束条件。在一般

情况下,光谱滤光器件的制造及光谱透过率的标定

总是存在误差,采用带阻滤光片阵列进行光谱重建

必须综合考虑具体的器件透过率制造及标定误差后

进行分析。因此,在设计光谱透过率的基础上,采用

数值仿真方法对添加不同类型噪声的标准光谱观测

矩阵A 进行光谱透过率误差的模拟,然后进行光谱

重建,以评估本文提出的对称三对角矩阵编码的容

差能力。

3.3.1 仿真流程与重建算法

根据(3)式可知,光谱观测器件采用(6)式的带

阻滤波器阵列,标准的参考光谱如图3所示。仿真

目标的光谱波段为420~740
 

nm,重建目标的波段

数为16,对应的重建光谱波段宽度为(740--420)/

16=20
 

nm。

图3 标准的参考光谱

Fig.
 

3 Standard
 

reference
 

spectrum

仿真流程如图4所示,具体步骤如下:

1)
 

采用高分辨率(1
 

nm)的输入参数来模拟准

确的E(λ)以及设计τk(λ),然后根据(1)式计算得

到模拟的Sk;

2)
 

为Sk 添加标准差为0.01的高斯随机噪声

(相对 值)以 模 拟 光 电 探 测 器 的 测 量 误 差,并 为

τk(λi)施加不同的噪声以模拟不同形式的制造误

差,从而获得模拟的实际光谱透过率τ'k(λ);

3)
 

对E(λ)以及τ'k(λ)进行离散采样,可以获得

图4 仿真流程示意图

Fig.
 

4 Diagram
 

of
 

simulatio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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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的E(λi)以及模拟的τ'k(λi);

4)
 

采用S'k 和τ'k(λi)进行光谱重建计算,可以

得到重建的离散光谱E'(λi),并与标准的E(λi)进
行比对,用来验证该编码方案的光谱观测能力。重

建计算采用常见的迭代非负最小二乘(NNLS)方

法,该方法理论较为成熟,此处不再详细介绍。

3.3.2 噪声种类及对应光谱观测矩阵的误差

为光谱观测矩阵施加不同噪声,用来模拟光谱

调制器件的各种光谱透过率制造及标定误差,如
图5所示。

图5 光谱透过率的主要误差类型。(a)全波段的随机误差;(b)截止波段的光密度误差;(c)带阻波段的半峰全宽误差;
(d)带阻波段的中心波长位置偏差

Fig.
 

5 Main
 

error
 

types
 

of
 

spectral
 

transmittance 
 

 a 
 

Random
 

error
 

of
 

whole
 

band 
 

 b 
 

optical
 

density
 

error
 

in
 

cutoff
 

band 
 

 c 
 

half-peak
 

full
 

width
 

error
 

of
 

band
 

resistance
 

band 
 

 d 
 

central
 

wavelength
 

position
 

deviation
 

of
 

band
 

blocking
 

band

  如图5(a)所示,为观测矩阵A 中的所有元素添

加标准差σ为0.001和0.010的高斯随机噪声(绝
对值),用来模拟不同水平的随机误差。

如图5(b)所示,将光谱观测矩阵A 中的元素a
设置为0.99及0.90,用来模拟不同带阻滤光器件

在截止区域的光密度水平(OD1和OD2)。
如图5(c)所示:结合A 中参数的物理意义可

知,带阻区宽度的增加将使光谱观测矩阵A 中参数

b的取值增大;带阻区宽度进一步增大,将使光谱观

测矩阵由三对角矩阵变为五对角矩阵;因此带阻区

的宽度误差主要影响光谱观测矩阵的三对角特性。
采用半峰全宽(FWHM)分别为25,30,40

 

nm的光

谱透过率曲线来模拟带阻区的宽度误差。
如图5(d)所示,带阻区中心波长位置误差可能

同时影响参数a 与参数b的取值,主要影响光谱观

测矩阵的对称性。为带阻区中心波长添加标准差分

别为1,3,5,7
 

nm的随机噪声,用来模拟这种偏差。

3.3.3 光谱观测编码容差能力仿真结果

在添加3.3.2节各种误差的情况下,重建光谱

与标准参考光谱的对比如图6所示,其中标注了对

应的光谱观测矩阵条件数及对应重建光谱与标准参

考光谱比较所得的均方根误差(RMSE)。
图6(a)为在全波段添加随机噪声后重建光谱

与参考光谱的对比;图6(b)为截止波段在不同光密

度水平下重建光谱与参考光谱的对比;图6(c)为不

同FWHM下重建光谱与参考光谱的对比;图6(d)
为不同带阻区中心波长误差下重建光谱与参考光谱

的对比。
从图6(a)与图6(b)可以看出,一定水平的全波

段随机噪声及带阻区内截止深度对光谱观测系统重

建光谱准确度的影响较小。从图6(c)可以看出:当
FWHM偏差较小(FWHM 为25

 

nm)时,参数b 值

较小,重建光谱的准确度较高;随着FWHM 偏差的

逐渐增加(FWHM为30
 

nm),参数b逐渐接近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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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含有误差的对称三对角矩阵编码后重建光谱的准确度。(a)全波段的随机误差;(b)截止区的光密度误差;(c)
 

FWHM
误差;(d)中心波长位置误差;(e)采用广义交叉验证的自适应正则化算法获得的重建光谱

Fig.
 

6Accuracy
 

of
 

spectrum
 

reconstruction
 

encoded
 

by
 

symmetric
 

tridiagonal
 

matrix
 

with
 

errors 
 

 a 
 

Random
 

error
 

of
 

whole
 

band 
 

 b 
 

optical
 

density
 

error
 

in
 

cutoff
 

region 
 

 c 
 

FWHM
 

error 
 

 d 
 

central
 

wavelength
 

position
 

error 
  

  
 

 e 
 

reconstructed
 

spectra
 

obtained
 

by
 

adaptive
 

regularization
 

algorithm
 

with
 

generalized
 

cross-validation

趋近(11)式的限制极限,而且光谱观测矩阵条件数

迅速增加,重建光谱的准确度显著降低;随着带阻区

宽度的进一步增大,光谱观测矩阵变为五对角矩阵,
此时光谱观测矩阵条件数迅速增多,重建光谱显著

失真。从图6(d)可以看到,重建光谱的准确度随着

带阻区中心波长位置偏差的增加而降低,尤其是当

σ=7
 

nm时,中心波长位置偏差过大,三对角光谱观

测矩阵退化为五对角矩阵,重建光谱的准确度迅速

下降。综上可知,为了保证对称三对角光谱观测矩

阵的性能,滤光器件的带阻波段宽度及中心波长应

重点加以约束。
值得注意的是,图6(a)~6(d)的仿真都采用最

基本的迭代非负最小二乘方法。若采用某些容差能

力较好的方法,当光谱观测矩阵条件数偏大时,仍可

以获得较好的重建光谱准确度。图6(e)为采用广

义交 叉 验 证 的 自 适 应 正 则 化(GCV)算 法[5]对

图6(c)中FWHM 分别为30
 

nm和40
 

nm的光谱

进行重建。从图6(e)可以看到,重建光谱的误差得

到了明显改善,但与误差较小的情况相比,重建光谱

的准确度仍然较差。
采用16片任意宽带的光谱滤波器件对光谱进

行观测仿真,并与由所提出的对称三对角光谱观测

矩阵获得的重建光谱准确度进行对比,结果如图7
所示,仿真流程与图5相同。图7(a)为16个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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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谱滤光片的透过率曲线,图7(b)为重建光谱的准

确度对比。从图7可以看出:采用三对角光谱观测

矩阵编码获得的重建光谱的准确度明显高于任意透

过率编码,此时经任意透过率编码后光谱矩阵的条

件数为9079;采用GCV算法后,经任意透过率编码

后光谱观测的准确度得到了一定的改善。

图7 任意光谱透过率编码与对称三对角光谱观测矩阵编码后重建光谱的准确度对比。(a)16个任意光谱的透过率曲线;
(b)两种光谱透过率编码后的重建光谱的准确度对比

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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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矩阵规模对对称三对角矩阵编码光谱观测

性能的影响

在不同光谱波段数下,对所提出的光谱观测矩

阵的性能进行仿真。仿真过程:带阻滤光片阵列的

光谱透过率曲线添加截止深度偏差(OD1)、全波段

随机误差(σ=0.001)以及上升/下降沿位置偏差

(σ=0.2)以模拟光谱的透过率误差;为模拟测量信

号添加σ=0.01的高斯随机噪声以模拟探测器的测

量误差。不同波段数下重建光谱的准确度如图8
所示。

图8 大规模三对角观测矩阵在不同波段数下重建光谱的准确度。(a)波段数为160;(b)波段数为640;(c)波段数为1280
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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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图8可以看出,当重建光谱的波段数增加至

1280时,重建光谱的RMSE值增加至0.03,说明重

建光谱的准确度仍然较好。因此在保证滤光器件光

谱透过率的前提下,对称三对角矩阵编码方案的光

谱观测能力基本不会随着矩阵阶数的增加而降低。
但事实上,光谱波段数的增加在要求滤光器件数量

增加的同时,也要求带阻波段的宽度变窄,这在工程

上实现超窄的带阻光谱透过率将会愈加困难,使实

际的光谱透过率与设计值之间的偏差逐渐增大。此

时,三对角光谱观测矩阵将可能退化为五对角、七对

角甚至更多维的带状矩阵,对应的光谱观测矩阵条

件数将迅速增加,在最小二乘类算法的定义下,高精

度的光谱重建将难以保证。
总结以上仿真结果可以看出:本文提出的对称

三对角光谱观测矩阵编码方案在系统的容差能力上

有较大优势,可以获得更高准确度的重建光谱;当光

谱观测矩阵的规模较大且包含一定水平误差时,重
建光谱的准确度仍然可以保证。同时该编码方案中

带阻滤光片阵列的制造误差要求相对较为宽松,易
于工程实现。总体来说,在满足(11)式的情况下,该
编码方案的光谱观测能力可以得到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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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  论

基于宽带滤波调制的计算光谱测量技术是一种

新型光谱测量技术,该技术可以使光谱仪器具有结

构简单和光通量高的特点,在光谱测量及光谱成像

微型化领域是一种热点技术,同时在消费电子和光

谱成像遥感等领域具有较大的应用潜力。目前,光
谱测量的准确度是该技术的重要应用瓶颈之一。通

过约束观测光谱的透过率以改善系统的观测性能,
进而以较少次数的观测来获取准确的重建光谱,这
是改善这一问题的重要方法。

目前,基于压缩感知理论设计的光谱观测透过

率曲线在理论及仿真层面上具有较好的效果,但存

在光谱滤光器件的制造难度过高以至于难以实现的

问题。因此本文以矩阵条件数的理论为基础,综合考

虑常见光谱滤光器件的制造难度,根据对称三对角矩

阵的性质设计光谱观测透过率曲线,从而达到提高重

建光谱准确度的目的。首先介绍带阻滤光器件作为

光谱观测器件的光谱透过率与对称三对角矩阵间的

关系;然后在理论层面上给出对称三对角矩阵的条件

数上界估计及其约束,证明随着观测矩阵规模的增

大,对称三对角矩阵的病态程度可控;最后通过数值

仿真方法来研究分析所设计的光谱观测编码方案的

容差能力,证明在一定制造及测量误差水平下,对称

三对角矩阵编码方案的主要特性可以得到较好的保

留,并且随着观测矩阵规模的增大,重建光谱的准确

性仍可以得到保证。
本文通过理论与仿真分析,证明对称三对角矩阵

编码方案具有容差能力较好、制造难度低、光通量高

及重建算法简单迅速的优点,以较少的光谱调制观测

次数可准确恢复同等波段数的离散光谱,在宽带滤波

调制光谱测量技术领域是一种具有应用潜力的光谱

观测矩阵设计方案,可以应用于工业检测、消费电子

及光谱成像遥感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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