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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使用Zernike多项式表征镜面的变形,应用伴随变量法推导Zernike系数对拓扑优化设计变量

的敏度,克服了差分法求解敏度时计算量大的问题,实现了基于Zernike系数直接建构具有成千上万设

计变量的优化模型的目标函数以及设计约束.同时,在有限元数值离散的理论框架下,采用有限单元基

函数以及单元数值积分的程序实现了结构变形以及Zernike系数的求解,简化了计算流程的同时还能

保证计算精度.本文算法可以对目标函数或约束为线性组合的Zernike系数的一般结构拓扑优化模型进

行优化,具有一定的泛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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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thispaper,theZernikepolynomialsareusedtodescribedeformedopticalsurfaces.Usingthe
adjointmethod,thesensitivitiesofZernikepolynomialstodesignvariablescanbederived.Thisprocedure
effectivelyovercomesthebottleneckofcomputationalcostinsensitivityanalysiswhenusingthefinite
differencemethod.Therefore,thetopologyoptimizationmodels,whichusuallyhavethousandortensof
thousandsofdesignvariables,canbeimplementedbyusingtheobjectivesanddesignconstraintsdirec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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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onZernikecoefficients.Meanwhile,withintheframeofnumericalfiniteelementdiscretization,
adaptivefiniteelementbasisfunctionsandelementnumericalintegralscanbeimplementedtosolve
structuraldeformationandZernikecoefficientsaccuratelyandefficiently.Thisalgorithmisflexibletobe
appliedtogeneralstructuraltopologyoptimization models withobjectivesorconstraintsbeinga
reasonablelinearcombinationofZernikecoefficients.Thenumericalexamplesillustratethatthe
algorithmcanoptimizeZernikecoefficientseffectively.
Keywords:Structuraltopologyoptimization;Zernikepolynomials;Designforsupportingstructuresof
reflectivemirrors;Finiteelementanalysis;Opticaldevice
OCISCodes:220.4830;120.6660;120.4570;120.4640

0 引言

现代科技的迅速发展对光电经纬仪提出了更多要求,比如在保证观测精度的同时还要具有良好的机动

性.在光电经纬仪中,反射镜的面形对成像质量有着很大的影响.高机动性需要减轻反射镜的支撑结构质量,
而观测精度则需要保证反射镜镜面面形.一般来说,支撑结构质量越大其刚度越大,反射镜的面形越好.因
此,这两种需求是相互矛盾的,可以用结构优化的方法,在减轻支撑结构质量的情况下寻找合理的结构来保

证较好的反射镜面形.结构优化大致可分为参数优化、形状优化和拓扑优化.其中,拓扑优化因其对初始的拓

扑没有限定、可能得到新颖而性能优良的优化结构而具独特的优势.常用的拓扑优化方法有带惩罚的各向同

性材料(SimplifiedIsotropicMaterialwithPenalization,SIMP)方法[1]、水平集方法[2],以及双向渐进结构

优化(Bi-EvolutionaryStructuralOptimization,BESO)方法[3],本文选择的是SIMP方法.针对反射镜的支

撑结构的拓扑优化,LIUShu-tian[4]、HURui[5]等以镜面的均方根差(RootMeanSquare,RMS)为目标;

WEILei[6]等以支撑结构刚度和点位移为目标;HUANGHai[7]等以结构惯性矩为目标;PARKKS[8]等寻

找系统的Strehl比和镜面的RMS之间的联系并且以RMS的函数近似Strehl比作为目标.这些工作大都以

反射镜的RMS、支撑结构刚度等为目标,优化这些目标可以对成像质量起到一定的作用.然而,要获取更好

的镜面面形,对以上的目标进行优化是不够的.原因在于,RMS反映的是反射镜的光学表面的整体性质,没
有局部的面形信息,不能确定具体的位移模式;而支撑结构刚度和成像质量之间没有明确的函数关系,刚度

极大的结构不一定是成像质量最佳时对应的支撑结构.所以,要获取更好的面形,必须要对反射镜的面形进

行更细致、更精准的描述.
本文选择Zernike多项式[9]来描述变形的反射镜镜面.在光学设计中,Zernike多项式广泛应用于拟合曲

面[10]或波阵面[11]来表达面形误差或者像差.相较于RMS,Zernike多项式能够描述镜面的局部形状,更加的

精细、准确.以Zernike多项式的系数为目标的拓扑优化可以针对反射镜面形中特定的像差成分进行优化,能
得到凭借现有的设计流程、工程经验所不能得到的新颖的、更优的结构,从而减小最终成像的像差.目前,可
查找到的多局限于结构参数优化,其设计变量的个数相较于拓扑优化(一般在几千个设计变量以上)较少,直
接以Zernike系数为优化目标或者约束的拓扑优化工作尚未见报导.在前述文献中,Zernike系数也仅仅被用

来验证优化结构的有效性,而并没有作为目标或者约束参与到优化过程中.事实上,直接应用Zernike系数为

目标或者约束进行优化有着很大的困难,依本文分析主要有两点:一方面,Zernike系数的数值计算较繁杂,
通常需要在一个数据传递环境(如Sigfit)中集成光学计算软件(如CODEV、Zemax等)或其他第三方数据处

理软件(如 MATLAB)和有限元软件(如ANSYS),先在有限元软件中计算需要拟合的实际面形的数据,再
将面形数据传递到光学计算软件或第三方数据处理软件中计算Zernike系数,例如SAHUR[12]等使用提取

的有限元计算结果,借助 MATLAB计算Zernike多项式系数.这种分步计算的方式流程复杂,而且在光学软

件中需要对面形数据进行密集插值以保证精度,计算量很大.另一方面,将Zernike系数加入到拓扑优化的目

标或者约束中,均需要求解Zernike系数对设计变量的敏度,而这是拓扑优化中较为关键的一个步骤.在上述

的计算流程下,Zernike系数的敏度只能用差分的方式计算.但是,拓扑优化的设计变量和节点数相当,动辄

数十万;如果采用差分的方式计算,需要以多软件协同的形式循环进行Zernike系数的求解,其计算量、计算

时间显然是不可接受的.另外,商用有限元程序发展迅速,对于一些目标(如应变能、指定点位移)的敏度计算

可以方便的在程序内获得.由于这些原因,在拓扑优化问题的建模过程中,含Zernike系数的目标或者约束常

常会被一些易于在商用软件内求解敏度的物理量所等效替代[12].然而,部分较低阶的Zernike多项式表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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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移模式相对简单,等效替代可以简单、有效的进行;其余较高阶的Zernike多项式表征的位移模式太过复

杂,等效替代很难进行.为了对任意拟合的Zernike系数直接进行优化或者约束,寻找其对设计变量的敏度的

计算方法是必要的.针对Zernike系数的计算,本文结合Zernike最小二乘拟合的算法以及有限元离散方法,
实现了在有限元框架下快速求解Zernike系数,克服了数据传递以及密集再次插值的问题,化简计算流程的

同时还能保证计算精度.更为重要的是,这样计算可以建立起Zernike系数和物理场的解之间明确的函数关

系,这是以界面接口耦合形式的多软件协同计算的方式很难做到的,而这些函数关系又是求解Zernike系数

敏度的重要基础.针对Zernike系数敏度的计算,本文选择较为成熟的SIMP方法,以已经建立的Zernike系

数和物理场解的函数关系为基础,直接以Zernike系数为目标、约束,写出协调的拓扑优化数学模型,使用离

散伴随的方法推导目标函数对设计变量的敏度.这种方式可以一次求解所有设计变量对应的敏度,尤其适合

设计变量非常多的拓扑优化.本文实现了直接对Zernike系数进行优化或者约束.理论上,本文的算法可以对

任意多项式拟合的Zernike系数的解析函数进行优化或者将其作为约束,具有一定的泛用性.此外,为了证明

本文算法能够有效地优化Zernike系数,使用COMSOL二次开发编写程序,对水平放置和45°斜放双工况的

反射镜镜面支撑进行了拓扑优化.

1 结构有限元分析与光学表面Zernike系数计算

1.1 反射镜模型及有限元计算

  本文研究的模型及尺寸如图1所示.简便起见,
本文仅以平面镜为例进行优化理论方法的研究,但
整个方法可以推广至任意形状的反射镜的支撑结构

设计.整个模型分为反射镜以及其支撑结构两个区

域,两者的半径均为R,反射镜区域厚度为t1,支撑

结构区域厚度为t2.模型的载荷以及边界条件如图2
所示.为了便于描述,图2(a)将模型沿着直径剖开,
图2(b)仅展示模型的支撑结构区域.反射镜区域记

为Ω1,受重力G 作用,是拓扑优化中的非设计区域;
支撑结构区域记为Ω2,是设计区域,和底部三个固

图1 研究模型及尺寸

Fig.1 Studymodelandsize

图2 载荷、边界条件与设计、非设计区域

Fig.2 Load,boundarycondition,designandnondsigndomain

定点相连,并且固定点成120°圆周对称排列.在反射镜和支撑结构的交界面Γ 上,本文假设位移场连续即

uΩ1=uΩ2.这样,有限元计算仅考虑材质分界面带来的影响.
从图1可以清晰地看到,整体结构呈偏平化,其横向尺度相较于厚度方向的尺度大了将近一个量级.特

别是反射镜部分,相较于支撑结构更薄,结构的扁平化更严重,整体结构的行为可能会表现出部分厚板的特

性.这种几何特征给高精度的精确有限元计算带来了困难.如果使用的网格较粗,往往不能准确地计算反射

镜和支撑结构的变形,进而会影响镜面Zernike系数的计算.对此,本文选择使用六面体映射网格和三棱柱网

格相结合,使用扫掠网格划分反射镜和支撑结构,通过增加映射网格、增加扫掠层数加密单元,三分之一的网

格如图3所示.这种网格划分可以使用更密的实体单元来比较精确地描述镜体和支撑结构的行为.此外,整
3-1002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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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结构和支撑呈现出明显的120°圆周对称,因此网格的划分也呈现出同样的对称形式以提高计算精度.

图3 三分之一模型的网格

Fig.3 Meshofonethirdmodel

1.2 Zernike多项式及系数的计算

Zernike多项式是定义在单位圆上的一系列正交的多项式,利用这些多项式可以将镜面的位移表述成对

应多项式所描述的位移模型的加和形式.同时,Zernike多项式和光学像差有着紧密的联系,特别是赛德尔初

级五像差,可以直接用Zernike多项式对应的系数来描述.
根据资料[1],给定的表面ΔZr,θ( ) 可以表述为

ΔZr,θ( ) =A00+∑
¥

n=2
An0R0

n r( ) +∑
¥

n=1
∑
n

m=1
Rm

n Anmcos mθ( ) +Bnmsin mθ( )[ ] (1)

式中,θ为极角,r为极径,Anm、Bnm为Zernike系数,Rm
n 为Zernike多项式的生成表达式,其定义为

Rm
n =∑

n-m
2

s=0
-1( )s· n-s( ) !

s! n+m
2 -sæ

è
ç

ö

ø
÷ ! n-m

2 -sæ

è
ç

ö

ø
÷ !

rn-2s( ) (2)

式(1)、(2)中,n 和m 分别表示径向和周向的波数,n-m 必须是偶数且n≥m.以上的Zernike多项式定义在

极坐标下,在本文中,θ、r的定义[13]如图4所示.

图4 角度θ的定义

Fig.4 Definitionofangleθ

Zernike系数的计算可以使用最小二乘拟合来实现.定义E 为Zernike拟合后的面形与实际面形之间的

拟合误差,有

E=∑
p

i=1
Wi δi-Zi( ) 2 (3)

式中,p 为节点数,δi为实际面形在节点i处的位移,Zi为Zernike拟合后的面形在节点i处的位移,Wi为节

点i的权重.Zi可以用Zernike多项式和系数的线性组合表述为

Zi=∑
q

j=1
ciϕji(r,θ) (4)

式中,q为Zernike拟合使用的项数,ϕji为节点i处Zernike第j项的值,cj为需要求解的Zernike系数.式(4)
带入式(3)有

E=∑
p

i=1
Wi δi-∑

q

j=1
ciϕji( )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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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计算Zernike系数cj,需使误差函数E 取极小.在这里,可令E 对Zernike系数的偏导数为零求解获

得,即

E
cj

=-2∑
p

i=1
Wi δi-∑

q

j=1
ciϕji( )ϕji (6)

这是一个线性代数方程组,可以表述为

HC=P (7)
其中,

Hjk =∑
p

i=1
Wiϕjiϕki (8)

Pj =∑
p

i=1
Wiδiϕji (9)

1.3 有限元框架下的Zernike系数求解

由1.2节可以看到,Zernike多项式拟合是离散的,是基于镜面网格节点位移数据的,拟合的关键是计算

Hjk和Pj,且有

Hjk =∑
p

i=1
Wiϕjiϕki (10)

Pj =∑
p

i=1
Wiδiϕji (11)

式(10)、(11)中,Wi是权重,其意义是节点i在曲面上所占的面积.在实际工程应用中,镜面的变形相较于结

构的尺寸是很小的.如果将变形后的曲面位移函数δ看作坐标的函数,δi为其在各个节点上的值,那么这个

函数在曲面上是有限的.所以,可以认为Wi是曲面的一个分割,Hjk、Pj实际上是ϕjϕk、δϕj在曲面上的、以Wi

为分割的黎曼积分[14].分割Wi越精细,黎曼积分就越准确逼近真实的函数积分值;在较粗的网格中,单元内

的δ、ϕj变化较大,用常数去近似会产生较大的误差,这也是需要密集插值计算Zernike系数的原因.如果节

点个数趋向于¥,亦即Wi→0时,可以得到

lim
Wi→0∑

p

i=1
Hjk =lim

Wi→0∑
p

i=1
Wiϕjiϕki=∫ϕjϕkdΓ (12)

lim
Wi→0∑

p

i=1
Pj =lim

Wi→0∑
p

i=1
Wiδiϕji=∫δϕjdΓ (13)

式(12)、(13)中,两式的积分在曲面上进行,其中,积分号下的ϕi为Zernike多项式第i项,是解析而又连续

的,给定曲面上的任意一点即可求出在该点的函数值.δ是曲面上节点的位移函数,应当是连续的,但δ是隐

式的;有限元计算求解的只是δ在各个节点上的值δi,要想计算在任意一点的函数值需要进行单元内插值.

为了在有限元框架内求解Zernike系数,可以在曲面上进行ϕjϕk、δϕj的数值积分来计算∫ϕjϕkdΓ、

∫δϕjdΓ,这种积分是使用高斯求积法[15]来进行的.由于可以得到ϕi在各个节点上的准确数值,进而使用单

元内插值的方式得到高斯积分点上的函数值;δi即是节点位移,也可以用形函数插值得到高斯积分点上的位

移数值.这样,有

∫ϕjϕkdΓ=∑
q

i=1
W'

iϕ'
jiϕ'

ki (14)

∫δϕjdΓ=∑
q

i=1
W'

iδ'
iϕ'

ji (15)

式(14)、(15)中,W'
i、ϕ'

ji、δ'
i分别表示在高斯积分点i上的高斯积分权重、Zernike多项式第j 项在高斯积分

点i上的数值以及高斯积分点i上的位移.具有M 个高斯积分点的高斯求解算法可以精确积分的多项式最

高阶次为2M-1,这样可以用较少的积分点来得到较高的精度.
由于ϕi、δ在曲面上都是有限、连续的,二者在曲面上的积分也是有限、连续的,所以对于C0连续函数,在

同样比较逼近真实积分结果的情况下黎曼求积和高斯求积的数值积分结果是等价的.由此,得到以下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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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k =∑
q

i=1
W'

iϕ'
jiϕ'

ki (16)

Pj =∑
q

i=1
W'

iδ'
iϕ'

ji (17)

式(16)、(17)都可以在有限元计算中直接实现.这样,通过式(16)、(17)将Zernike系数的计算和有限元

计算联系了起来,建立起Zernike系数和有限元计算结果之间明确的离散联系;此外,Zernike系数的计算可

以直接在有限元数值计算框架中实现;而且,积分的计算在高斯积分点上进行,不再需要密集的插值,

Zernike系数的计算网格和有限元网格重合,计算精确,计算效率也比较高.
考虑到高斯积分点上的函数值可以由单元节点插值表示,即

δ'
i=∑

ne

i=1
Niδei (18)

ϕ'
ji=∑

ne

i=1
Niϕeji (19)

式(18)、(19)中,ne为单元节点数目,Ni为单元节点i的形函数,δei、ϕeji分别为δ、ϕj在网格节点上的值.由形

函数的性质

NiNj=
1 i=j
0 i≠j{ (20)

有

Hjk =∑
q

i=1
W'

i ∑
ne

s=1
Nsϕejs( ) ∑

ne

t=1
Ntϕekt( ) =∑

q

i=1
W'

i ∑
ne

s=1
N2

sϕejsϕeks( ) =∑
m

i=1
ϕejiϕeki ∑

o

j=1
W'

ijN2
j( ) (21)

Pj =∑
q

i=1
W'

i ∑
ne

s=1
Nsϕejs( ) ∑

ne

t=1
Ntδet( ) =∑

q

i=1
W'

i ∑
ne

s=1
N2

sϕejsδes( ) =∑
m

i=1
ϕejiδei ∑

o

j=1
W'

ijN2
j( ) (22)

式(21)、(22)中,ϕeji为Zernike多项式第j项在网格节点i上的值;δes为网格节点i上的位移;W'
ij为包含网

格节点i的单元中第j个高斯积分点的高斯积分权重;Nj为该高斯积分点的插值函数;m 为网格节点数目;

o为包含网格节点i的单元中的高斯积分点的数目.令

wi=∑
o

j=1
W'

ijN2
j (23)

表示节点i的积分权重,那么有

Hjk =∑
m

i=1
ϕejiϕekiwi (24)

Pj =∑
m

i=1
ϕejiδeiwi (25)

这样,在高斯积分点上进行的计算转化为在网格节点上的计算,这和有限元计算在节点上进行是相吻合

的,便于计算和推导.

2 基于Zernike系数的拓扑优化

2.1 拓扑优化模型

本文研究的优化模型如图2所示.反射镜(Ω1)为非设计域,支撑结构(Ω2)为设计域.本文采用SIMP法,
在设计域中基于网格节点进行设计变量的惩罚插值.在整个模型中,整体结构仅受一个弹性应力场作用,其
载荷以及边界如1.1节中所述.

优化的数学模型为

Min:f C( )s.t.HC(U)=P(U) (26)

K(ρ)U(ρ)=F (27)

ci≤c*
i (28)

∫ρdΩ ≤V*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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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ρmin≤ρ≤1 (30)
上述数学模型中,设计变量为ρ,目标是Zernike系数C 的函数;式(26)如1.2节中所述,其作用为计算

Zernike系数;式(27)为弹性应力场离散的有限元方程;式(28)为各项Zernike系数的约束;式(29)为体积约

束,V*为体积分数上限,通常由实际需求确定;式(30)为设计变量取值约束.
2.2 敏度求解

为了求解2.1节中的优化问题,必须求得目标对设计变量的敏度.本文采用的是伴随敏度求解方法,其
推导如下.

记目标为

J=f(C)
在求解优化敏度问题前,式(26)、(27)均已经求解完毕,那么有

J
∧
=f C( )+λT

1 HC-P( )+λT
2 KU-F( ) (31)

式(31)中,λ1、λ2分别为Zernike求解方程、弹性应力场方程的伴随变量,其维度分别和C,U 对应.于是,目标

对设计变量ρ的敏度为

dJ
∧

dρ
=
f C( )

C
dC
dρ
+λT

1 H
dC
dρ
-
P
U
dU
dρ

æ

è
ç

ö

ø
÷+λT

2
K
ρ

U+K
dU
dρ

æ

è
ç

ö

ø
÷=

 f C( )

C +λT
1H

æ

è
ç

ö

ø
÷
dC
dρ
+ -λT

1
P
U+λ

T
2K

æ

è
ç

ö

ø
÷
dU
dρ
+λT

2
K
ρ

U

(32)

为了消去场变量对设计变量的敏度,令含
dC
dρ
、dU
dρ

的项为零得到伴随方程

f C( )

C +λT
1H=0 (33)

-λT
1
P
U+λ

T
2K=0 (34)

求解式(33)、(34)得到伴随变量λ1、λ2,目标函数的敏度表达式化简为

dJ
∧

dρ
=λT

2
K
ρ

U (35)

2.3 数值实现

在2.1节中所述的优化问题是非线性的,求解该问题需要使用迭代的方式进行,在每个迭代步中求解近

似的线性化子问题.具有单个约束(体积约束)的优化问题可以用很多算法求解,比如优化准则法(Optimality
Criteria,OC)、进化算法等.然而,本文的约束更多,使用上述算法可能得不到一个满意的解.目标复杂、具有

多个约束的优化问题可以由线性序列规划方法(SequentialLinearProgramming,SLP)、CONLIN以及移动

渐近线法(MethodofMovingAsymptotes,MMA)等算法求解.本文使用 MMA[16]算法,这种算法将非凸的

目标和约束作了凸近似,在每一个迭代步内求解一个线性化的子问题,用子问题的解近似原问题的解.
在实际的数值实现时,首先指定设计域的材料、边界条件、载荷等进行有限元计算初始化.每一个优化迭

代步由以下三个部分组成:1)求解弹性应力场方程、Zernike系数方程;2)敏度分析,求解伴随变量、敏度;3)
用 MMA更新设计变量.对于有多个工况的优化问题,步骤1)、2)需要多次重复.当满足预设的收敛条件或达

到最大迭代步时,迭代停止,获得优化的结构.
本文算法的实现使用了有限元软件COMSOL的二次开发功能.

3 算例及结果

3.1 模型设置

算例使用的反射镜、支撑几何尺寸如图1所示,R=0.5m,t1=0.1m,t2=0.2m.反射镜的材料为微晶玻

璃,其杨氏模量为90.3GPa,密度为2530kg/m3,泊松比为0.243;支撑结构的材料为超殷钢4J32,其杨氏模

量为141GPa,密度为8100kg/m3,泊松比为0.25.本文只考虑反射镜受重力G 作用,忽略支撑结构的重力,
固定边界如前所述.Zernike拟合项取Fringe列表前11项.同时,选择水平放置和倾斜放置两种情况下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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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来说明算法的有效性.
3.2 水平放置

反射镜水平放置,模型的载荷及边界条件如图2所示.水平放置下,反射镜的面形Zernike系数中,轴向

位移、场曲、初级球差和初级三叶像差占主要的部分,都需要优化,所以这是一个多目标的优化问题.在这里

选择轴向位移为目标,其余的像差作为约束,得到如下的拓扑优化数学模型

min:c21s.t.HC(U)=P(U)

K(ρ)U(ρ)=F
c24≤c*

4

c29≤c*
9

c210+c211≤c*
1011

∫ρdΩ ≤V*

0<ρmin≤ρ≤1

ì

î

í

ï
ï
ï
ï
ïï

ï
ï
ï
ï
ïï

(36)

式中,相关方程的含义同节2.1;c*
4 、c*

9 和c*
1011为约束的上限,可以根据实际的工程需求选取一个相对合理的

数值,本文取10-16;体积分数上限V*取0.2;初始结构为设计变量0.3的均匀分布结构.
支撑结构的拓扑优化结果如图5所示,这里没有绘出支撑结构上面的反射镜,为完整的优化结构提供了

两种视角.由于优化模型的固定边界条件(如图5(a)中棕色圆锥形所示)和边界载荷具有三分之一圆周对称

图5 支撑结构的完整优化结果

Fig.5 Fulloptimalofsupportingstructure

性,所以其拓扑优化结构也具有相应的对称性.从图5(a)中看到,结构中存在较为细小的结构,如灰色圆圈、
红色圆圈和紫色圆圈部分.这些细小结构的上表面和比较粗壮的六个支撑结构的上表面在一个平面上,和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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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镜相连,也就是说细小结构也是实际支撑反射镜的.由于本模型是多目标优化,优化的约束中存在场曲、初
级球差这类中心为位移模式曲面驻点的像散项,所以存在灰色圆圈、紫色圆圈内的结构来减小中心部分位

移;圆周散布的六个较为粗壮的支撑结构结合红色圆圈内的结构可以减小三叶像散的烈度.图5(b)、(c)分别

展示了拓扑优化结构的俯视图和仰视图.
图6为初始结构与拓扑优化结构对应的合并后的Zernike系数,各项定义为

coef.1=absc1( ) (37)

coef.1表征镜面的轴向位移位移模式;

coef.2= c22+c23 (38)

coef.2表征镜面的倾斜位移模式;

coef.3= c27+c28 (39)

coef.3表征镜面的初级慧差位移模式;

coef.4= c25+c26 (40)

coef.4表征镜面的像散位移模式;

coef.5=abs(c4) (41)

coef.5表征镜面的离焦位移模式;

coef.6=abs(c9) (42)

coef.6表征镜面的初级球差位移模式;

coef.7= c210+c211 (43)

coef.7表征镜面的三叶像散位移模式.
为了更加直观,图6中纵坐标的函数值设为lgcoef.i( )+12,i=1,2,…,7.在图6中,约束值对应的函数

值为4,如红色虚线所示.图6中带有黑色框的柱状图表示优化的目标与约束对应的数值.可以看到,轴向位

移得到了较大的优化,达到了10-6量级;同时,场曲、初级球差以及三叶像散均得到了很好的优化,基本都满

足了约束.目标对迭代步的变化如图7所示.优化结构在优化循环150步时得到,在150步时基本已经收敛.

图6 各项系数优化前后对比

Fig.6 Comparisonofcoefficientsbetweenbeforeand
afteroptimization

图7 c21随循环步的变化

Fig.7 Changesofc21alongwithiterationsteps

3.3 45度斜放

反射镜45°斜放,模型的载荷如图8所示,固定边界条件仍然如图2(b)所示.考虑到实际工程应用和模型

的对称性,这里包含两个工况,且两个工况中的载荷是对称的.简洁起见,这里固定坐标轴以及系统结构,用
旋转重力的方向来表示不同角度下的受力状态.如图8所示,将模型沿着垂直于对称平面的直径剖开,图8
(a)和(b)分别展示了两种工况中的重力(G1和G2)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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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45°斜放情况下的载荷

Fig.8 Loadsintiltsof45°

这种放置方式下,反射镜的面形变化中,轴向位移、倾斜、场曲、像散、初级慧差、初级球差以及初级三叶

像散都较大,均需要优化,这也是一个多目标优化问题.这里选择轴向位移和倾斜项作为目标,其余项作为约

束小于给定值的形式进行优化,得到的拓扑优化数学模型为

Min:c21+c22+c23s.t.HC(U)=P(U)

K(ρ)U(ρ)=F
c24≤c*

4

c25+c26≤c*
56

c27+c28≤c*
78

c29≤c*
9

c210+c211≤c*
1011

∫ρdΩ ≤V*

0<ρmin≤ρ≤1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ï

ï
ï
ï
ï
ï
ï
ï

(44)

式中,c*
4 、c*

56、c*
78、c*

9 和c*
1011为约束的上限,可以根据实际的工程需求确定.在这里,可以假定一个相对合理

的数值,比如都取10-16.体积分数上限V*取0.2,初始结构为设计变量0.2的均匀分布结构.
支撑结构的拓扑优化结果如图9所示,除了图9(b)、(c)以外,其余子图均未画出反射镜.图9(a)为拓扑

优化结构的正等轴测图,图中的蓝色圆锥表示固定点.可以明显地看到,拓扑优化结构有着明显的对称性,对
称 面如图9(a)所示.这种结构的对称性是由两种工况中载荷的对称性造成的.图9(b)、(c)为优化结构的左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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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支撑结构的优化结果

Fig.9 Optimizedsolutionofsupportingstructure

图,同时还画出了反射镜,二者的视角如图9(a)中粉色箭头所示,两种工况下的重力载荷如图中所示意并且

和图8相对应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载荷的对称性.图9(d)、(e)的3D视图视角分别对应图9(a)中紫色和蓝色

箭头.图9(e)中蓝色的圆锥同样表示固定点.图9(f)、(g)为优化结果的俯视图和仰视图.
图10列出了初始结构与拓扑优化结构对应的合并后的Zernike系数,各项定义为

coef.1= c21+c22+c23 (45)
coef.1表征镜面的轴向位移和倾斜的“刚体位移”位移模式;

coef.2=abs(c4) (46)
coef.2表征镜面的离焦位移模式;

coef.3= c25+c26 (47)
coef.3表征镜面的像散位移模式;

coef.4= c27+c28 (48)
coef.4表征镜面的初级慧差位移模式;

coef.5=abs(c9) (49)
coef.5表征镜面的初级球差位移模式;

coef.6= c210+c211 (50)
coef.6表征镜面的三叶像散位移模式.

为了更加直观,图10中纵坐标的函数值设为lgcoef.i( )+12,i=1,2,…,6.在图10中,约束值对应的函

数值为4,如红色虚线所示.图10中除了coef.1以外,其余所有的系数都是优化对象,可以明显的看到除了

coef.1,其余所有的系数都减小到了10-8左右的量级,基本满足了约束;coef.1本身也达到了10-6量级.据此,
本文的优化算法在这种工况下也适用.目标对迭代步的变化如图11所示.优化结构在优化循环200步时得

到,在200步时基本已经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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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各项系数优化前后对比

Fig.10 Comparisonofcoefficientsbetweenbeforeand
afteroptimization

图11 c21+c22+c23随循环步的变化

Fig.11 Changesofc21+c22+c23alongwith
iterationsteps

4 结论

本文将Zernike系数的计算结合到有限元框架中,建立了Zernike系数和有限元位移场的解之间的函数

关系,实现了直接以Zernike系数为目标、约束的多目标反射镜支撑结构的拓扑优化.两个示意算例结果说明

了本文算法的有效性.在本文理论的基础上,后续将通过增材制造等形式将优化结构制造出来,与理论结果

相对照;同时可以考虑支撑结构的自重进行优化,并开发优化波像差的算法,即以整个系统在像空间内波面

的Zernike系数为目标,对反射镜的支撑结构进行优化,从而实现系统级的拓扑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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