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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刻照明系统中复眼透镜的设计及公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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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中，为了实现ＮＡ＝１３５，波长１９３ｎｍ处分辨率达到４５ｎｍ的目
标，需要对影响光刻照明均匀性的误差源进行详细分析最终确定公差范围。复眼透镜是使光

束在系统掩膜面上形成矩形均匀照明区域的关键元件。采用ＣＯＤＥＶ软件设计了复眼透镜对
引起照明不均匀性的因素进行分析，结合复眼透镜组的设计方案和实际加工能力，给出Ｘ和Ｙ
向复眼曲率公差为±１０％，后组曲率公差为±５％，前后组间隔公差为±５０μｍ，位置精度偏心
公差为±１μｍ，装配精度公差为±３μｍ。制定公差合理、可行，满足了浸没式光刻照明系统高
均匀性、高能量利用率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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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随着世界光刻技术迈入４５ｎｍ节点及以下，浸

没式光学投影曝光光刻技术已成为集成电路制造的

主流技术［１］。良好的照明均匀性能够获得高分辨

率，反之，如果照明均匀性较差，那么会造成各个视

场分辨率存在差异，曝光线条的粗细不一致，严重影

响光刻机的性能［２－３］。故设计了 ＮＡ达到１３５，波
长为紫外１９３ｎｍ的浸没式光刻系统中的复眼透镜
并对其误差源进行详细分析最终确定公差范围，可

实现在掩模面上达到高均匀照明，对改善最终的曝

光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４］。

２　复眼透镜的设计
２１　复眼透镜设计原理

复眼镜组分为前组和后组，复眼镜组的前组对

不均匀的光强进行分割，由 ＨｕｇｇｅｎｓＦｒｅｓｎｅｌ原理，
当平行光垂直入射到狭缝上时，透过狭缝的光会发

生衍射现象，将狭缝上各点的光看作是一个个次级

光源，在不同方向上的光强分布不同［５－６］。若在狭

缝后置一透镜，则在焦平面上得到强弱相间的衍射

条纹［７］。如图１所示，Ｐ点产生的场强为：
ｄＥ＝Ａｅ－ｊｋｒ （１）

式中，Ａ代表振幅；ｒ为Ｂ点到Ｐ点的距离。
复眼镜组的后组与会聚镜和耦合光组在焦面上

再将所分割的光场投射叠加，当Ｌ远大狭缝ＡＢ的宽
度为ａ，ｒ０为Ｃ点到Ｐ点的距离。令，此时Ｐ点的总场
强为：

Ｅ（ｐ） ＝∫ａｄＥ＝Ａｅ－ｊｋｒ０∫ｅ－ｊｋｘｐｄｘ （２）

形成特定要求的均匀照明，即 Ｘ向为平顶的均
匀照明，Ｙ向为高斯分布。

图１　单缝衍射原理图

Ｆｉｇ１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ｈｅｓｉｎｇｌｅｓｌｉｔｄｉｆ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２２　复眼透镜的设计
复眼透镜的设计要求工作波长为１９３３６８ｎｍ，

通光口径为１２０ｍｍ，Ｘ向透镜Ｆ＃为１６７，Ｙ向透镜
Ｆ＃为１３６７，物方数值孔径００３５，等效单元面积小
于０２６５ｍｍ２。

本文设计的复眼透镜组由３片柱面复眼构成，
六个表面Ｓ１、Ｓ２、Ｓ３、Ｓ４、Ｓ５、Ｓ６均为工作表面，如图
２所示，Ｓ１、Ｓ２为 Ｙ向柱面复眼，实现 Ｙ方向上的均
匀照明。Ｓ３、Ｓ４、Ｓ５为Ｘ向柱面复眼，完成Ｘ方向上
的均匀照明。Ｓ６为 Ｙ向柱面复眼负责将光束沿 Ｙ
方向弥散，与Ｓ１、Ｓ２一起形成 Ｙ向的平顶高斯能量
分布。

图２　复眼透镜结构示意图

Ｆｉｇ２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ｅｙｅｌｅｎｓ

３　复眼透镜公差分析
（１）复眼透镜的误差源分析
复眼透镜组主要功能是形成矩形的均匀照明区

域［８］。因加工制造引入的偏差主要影响照明均匀

性［９］。前组复眼透镜经复眼光组、聚光镜和耦合成

像后，在掩模上形成均匀照明，当畸变每变化

０１％，照明均匀性约变化０４％。因此复眼透镜组
的误差源分析时，主要分析复眼光组透镜单元之间

的发生相对位置误差和面形误差，对各个视场畸变

的变化，计算出照明均匀性的变化量［１０］。复眼透镜

组的误差源分析采用如图３所示光路，即分析复眼
透镜参数变化对中间像面上的光能分布影响，掩模

面上光能分布与中间像面存在共轭关系，因此复眼

透镜参数变化对掩模面上的光能分布与中间像面的

光能分布变化规律一致［１１－１２］。

（２）复眼的表面曲率公差分析
Ｙ向柱面复眼光组前组透镜单元表面曲率半径变

化存在误差时，引入的照明性能变化曲线如图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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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复眼透镜的公差分析的光路图

Ｆｉｇ３Ｌｉｇｈｔｐａｔｈ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ｏｒ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ｅｙｅｌｅｎｓ

图４　复眼透镜组Ｙ向前表面曲率

变化时照明均匀性变化曲线

Ｆｉｇ４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ｕｎｉｆｏｒｍｉｔｙｃｕｒｖｅｏｆ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ｅｙｅｌｅｎｓｇｒｏｕｐ

ｗｉｔｈＹｄｉｒｅｃｔｆｒｏｎｔｓｕｒｆａｃｅｃｕｒｖａｔｕｒｅｃｈａｎｇｅｓ

Ｙ向柱面复眼光组后组透镜单元表面曲率半径
变化存在误差时，引入的照明性能变化曲线如图５
所示。

图５　复眼透镜组Ｙ向后表面曲率

变化时照明均匀性变化曲线

Ｆｉｇ５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ｕｎｉｆｏｒｍｉｔｙｃｕｒｖｅｏｆ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ｅｙｅｌｅｎｓｇｒｏｕｐ

ｗｉｔｈＹｄｉｒｅｃｔｂａｃｋｓｕｒｆａｃｅ

当Ｘ向柱面复眼透镜组的前组透镜单元表面曲
率变化 ０１４ｍｍ－１时，或 后 组 的 曲 率 变 化 约
０１４ｍｍ－１时，引起的照明均匀性变化约为０４％，复眼
透镜的前后组曲率分别为０５８８ｍｍ－１和０４２５ｍｍ－１，因
此后复眼透镜单元的曲率半径变化达到２０％和３０％

时，因复眼透镜的曲率半径变化引起的不均匀性将达

到０４％。考虑复眼透镜组的实际的加工能量，取Ｙ
向柱面复眼透镜组的曲率偏差为１０％。

Ｘ向柱面复眼光组前组透镜单元表面曲率半径变
化存在误差时，引入的照明性能变化曲线如图６所示。

图６　复眼透镜组Ｘ向前表面曲率变化时照明均匀性变化曲线

Ｆｉｇ６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ｕｎｉｆｏｒｍｉｔｙｃｕｒｖｅｏｆ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ｅｙｅｌｅｎｓｇｒｏｕｐ

ｗｉｔｈＸｄｉｒｅｃｔｆｒｏｎｔｓｕｒｆａｃｅｃｕｒｖａｔｕｒｅｃｈａｎｇｅｓ

Ｘ向柱面复眼光组后组透镜单元表面曲率半径
变化存在误差时，引入的照明性能变化曲线如图７
所示。

图７　复眼透镜组Ｘ向后表面曲率

变化时照明均匀性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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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Ｘ向柱面复眼透镜组的前组透镜单元表面曲率
变化００４ｍｍ－１时，或后组的曲率变化约００６ｍｍ－１

时，引起的照明均匀性变化约为０４％，复眼透镜的
前后组曲率分别为０６９ｍｍ－１和２３６ｍｍ－１，因此
后复眼透镜单元的曲率半径变化达到５％和３％时，
因复眼透镜的曲率半径变化引起的不均匀性将达到

０４％。考虑到实际加工能力，复眼透镜组曲率偏差
取５％。

（３）复眼透镜组间隔的公差分析
复眼透镜组之间的间隔变化时，各个视场的照

明均匀性的变化量与前后组间隔的变化量之间的关

系如图８、图９所示。

４４８ 激 光 与 红 外　　　　　　　　　　　　　　　　　　　　 第４７卷



图８　Ｙ向柱面复眼透镜组间隔变化时照明均匀性变化曲线

Ｆｉｇ８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ｕｎｉｆｏｒｍｉｔｙｃｕｒｖｅｏｆＹｄｉｒｅｃｔｃｙｌｉｎｄｅｒ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ｅｙｅｌｅｎｓ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ｓ

图９　Ｘ向柱面复眼透镜组间隔

变化时照明均匀性变化曲线

Ｆｉｇ９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ｕｎｉｆｏｒｍｉｔｙｃｕｒｖｅｏｆＸｄｉｒｅｃｔｃｙｌｉｎｄｅｒ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ｅｙｅｌｅｎｓ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ｓ

当复眼透镜组之间的间隔变化±０１ｍｍ时，照
明均匀性变化均小于 ０３％。但间隔变化达到
０１ｍｍ时，在掩模面上照明视场尺寸的变化超过
２ｍｍ，将导致照明区域尺寸小于工作区域尺寸。综
合考虑后，选择的间隔公差为００５ｍｍ。

（４）复眼前后组的横向偏心公差分析
当复眼光组前后组透镜单元之间沿垂直与光轴

方向发生偏心时，引入的照明均匀性变化如图１０、
图１１所示。

图１０　Ｙ向柱面复眼透镜组横向偏移时

照明均匀性变化曲线

Ｆｉｇ１０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ｕｎｉｆｏｒｍｉｔｙｃｕｒｖｅｏｆｙｄｉｒｅｃｔｃｙｌｉｎｄｅｒ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ｅｙｅｌｅｎｓ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ｌａｔｅｒａｌ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图１１　Ｘ向柱面复眼透镜组横向偏移时

照明均匀性变化曲线

Ｆｉｇ１１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ｕｎｉｆｏｒｍｉｔｙｃｕｒｖｅｏｆＸｄｉｒｅｃｔｃｙｌｉｎｄｅｒ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ｅｙｅｌｅｎｓ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ｌａｔｅｒａｌ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因此Ｙ向柱面复眼横向偏移２０μｍ时，引入的
照明均匀性小于００３％，但引入的照明视场区域的
偏移量已经达到了１３ｍｍ，可以忽略Ｙ向柱面复眼
横向偏移对照明均匀性的影响。Ｘ向柱面复眼的横
向偏移１２μｍ时，引入的照明均匀性小于０４％，但
引入的照明视场区域的偏移量已经达到了 ４ｍｍ。
因此Ｘ、Ｙ向柱面复眼横向偏移对照明均匀性的影
响较小，需要综合考虑照明视场位置的偏移量。Ｘ
向柱面复眼偏移１μｍ，照明区域偏移０３５ｍｍ。Ｙ
向柱面复眼偏移１μｍ，照明区域偏移００６ｍｍ。因
此取Ｘ、Ｙ向柱面复眼透镜单元位置偏差小于１μｍ。
前后组之间的定位偏差小于３μｍ。

（５）复眼光学加工要求
复眼透镜组中前后组透镜的曲率半径变化、前

后组之间的间隔和沿横向向的偏心等４个参数的变
化是引起各个视场主光线相对位置变化的主要原

因，其中横向的偏心对照明均匀性的影响相对较小。

另外，复眼透镜组之间沿 Ｘ、Ｙ向的每偏心１μｍ，将
引起掩模面上的照明区域中心位置的变化０３５ｍｍ
和００６ｍｍ。各个参数公差如表１所示。

表１　复眼透镜组的公差要求
Ｔａｂ．１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ｅｙｅｌｅｎｓ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名称 公差

Ｙ向复眼曲率 ±１０％

Ｘ向复眼曲率 ±１０％

后组曲率 ±５％

前后组间隔 ±５０μｍ

位置精度偏心 ±１μｍ

装配精度 ±３μ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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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测试结果
采用ＣＯＤＥＶ软件对照明系统的均匀性进行仿

真，形成掩模面光能的相对强度分布如图１２所示。

图１２　掩膜面能量分布图

Ｆｉｇ１２Ｅｎｅｒｇ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ｓｋｓｕｒｆａｃｅ

掩膜面照明性能仿真结果及Ｙ方向能量分布见
图１３，表明传统照明和离轴照明模式下Ｙ方向能量
分布均优于９９５％。

图１３　Ｙ方向能量分布

Ｆｉｇ１３Ｙｄｉｒｅｃｔｅｎｅｒｇ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ｓｋｓｕｒｆａｃｅ

５　结　论
根据复眼透镜的设计要求，采用３片柱面镜设

计的复眼透镜组，分别实现了 Ｘ、Ｙ方向上的均匀照
明。对影响光刻照明均匀性的误差源进行详细分

析，给出了复眼透镜的公差分析的光路图。前组复

眼透镜经复眼光组、聚光镜和耦合成像后，在掩模上

形成均匀照明，当畸变每变化０１％，照明均匀性约
变化０４％。因此复眼透镜组的误差源分析时，主
要分析复眼光组透镜单元之间的发生相对位置误差

和面形误差，对各个视场畸变的变化，计算出照明均

匀性的变化量。结合复眼透镜组的设计方案和实际

加工能力，给出复眼透镜组具体的公差要求。采用

ＣＯＤＥＶ软件对浸没式光刻照明系统的均匀性进行

仿真，仿真结果表明在传统照明和离轴照明模式下，

Ｙ方向能量分布均优于９９５％，验证了制定公差合
理、可行。

参考文献：

［１］　ＸＩＡＯＹａｎｆｅｎ，ＺＨＵＪｉｎｇ，ＹＡＮＧＢａｏｘｉ．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ｍｉｃｒｏ

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ａｌｌｅｎｓａｒｒａｙｕｓｅｄｆｏｒ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ｕｎｉｆｏｒ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ｌｉｔｈｏｇｒａｐｈｙｓｙｓｔｅｍｓ［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Ｌａｓｅｒｓ，２０１３，４０

（２）：０２１６００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肖艳芬，朱菁，杨宝喜．用于光刻机照明均匀化的微柱

面镜阵列设计［Ｊ］．中国激光，２０１３，４０（２）：０２１６００１．

［２］　ＬＩＡＮＧＸｉｎｌｉ，ＬＩＹａｎｑｉｕ，ＭＥＩＱｉｕｌｉ．Ｏｐｔｉｃ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ｏｆ

ｈｉｇｈ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ｒｉｐｐｌｅｐｌａｔｅ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ｏｒｆｏｒＥＵＶｌｉｔｈｏｇｒａ

ｐｈｙ［Ｊ］．ＡｃｔａＯｐｔ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５，３５（３）：０３２２００５．（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梁欣丽，李艳秋，梅秋丽．高光能利用率极紫外光刻波

纹板 照 明 系 统 设 计 ［Ｊ］．光 学 学 报，２０１５，３５

（３）：０３２２００５．

［３］　ＺＨＡＯＹａｎｇ，ＧＯＮＧＹａ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ｕｎｉｆｏｒｍｉ

ｔｉｅｓｏｆｏｕｔｐｕｔｂｅａｍｓｆｒｏｍｂｅａｍ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ｕｎｉｔｆｏｒｉｌｌｕｍｉ

ｎ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ｄｅｅｐｕｌｔｒａｖｉｏｌｅｔｌｉｔｈｏｇｒａｐｈｙ［Ｊ］．ＡｃｔａＯｐ

ｔ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２，３２（８）：０８２２００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赵阳，巩岩．提高深紫外光刻照明系统扩束单元光束

均匀性的方法［Ｊ］．光学学报，２０１２，３２（８）：０８２２００４．

［４］　ＳＯＮＧＱｉａｎｇ，ＺＨＵＪｉｎｇ，ＷＡＮＧＪｉａｎ．Ａｍｉｘｅｄ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ｆｏｒｈｉｇｈ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ＤＯＥ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ｏｆｆａｘｉｓｌｉ

ｔｈｏｇｒａｐｈｙ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Ｊ］．ＡｃｔａＯｐｔ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

２０１５，３５（１）：０１２２００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宋强，朱菁，王健．基于混合梯度下降的高性能光刻机

离轴照明衍射光学元件设计［Ｊ］．光学学报，２０１５，３５

（１）：１２２００５．

［５］　ＨＵＺｈｏｎｇｈｕａ，ＹＡＮＧＢａｏｘｉ，ＺＨＵＪｉｎｇ．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ｄｉｆｆｒａｃ

ｔｉｖｅｏｐｔｉｃａｌｅｌｅｍｅｎｔｆｏｒｐｕｐｉｌｓｈａｐｉｎｇｏｐｔｉｃｓｉｎ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ｌｉｔｈｏｇｒａｐｈｙｓｙｓｔｅｍ［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Ｌａｓｅｒｓ，２０１３，４０（６）：

０６１６００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胡中华，杨宝喜，朱菁．用于投影光刻机光瞳整形的衍

射光 学 元 件 设 计 ［Ｊ］．中 国 激 光，２０１３，４０

（６）：０６１６００１．

［６］　ＺＨＡＮＧＷｅｉ，ＧＯＮＧＹａｎ．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ｄｉｆｆｒａｃｔｉｖｅｏｐｔｉｃａｌｅｌ

ｅｍｅｎｔｓｆｏｒｏｆｆａｘｉｓ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ｉｎ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ｌｉｔｈｏｇｒａｐｈｙ［

Ｊ］．Ｏｐｔ．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Ｅｎｇ．，２００８，１６（１１）：２０８１－２０８６．（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张巍，巩岩．投影光刻离轴照明用衍射光学元件设计

６４８ 激 光 与 红 外　　　　　　　　　　　　　　　　　　　　 第４７卷



［Ｊ］．光学 精密工程，２００８，１６（１１）：２０８１－２０８６．

［７］　ＣＨＥＮＸｕ，ＬＩＵＷｅｉｑｉ，ＫＡＮＧＹｕｓｉ，ｅｔ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ｔｏｌ

ｅｒａｎ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Ｏｆｆｎｅｒ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ｏｒ［Ｊ］．Ｏｐｔ．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Ｅｎｇ．，２０１０，１８（１）：８８－９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陈旭，刘伟奇，康玉思，等．Ｏｆｆｎｅｒ补偿器的结构设计与

装调［Ｊ］．光学 精密工程，２０１０，１８（１）：８８－９３．

［８］　ＺＨＡＯＹａｎｇ，ＧＯＮＧＹａｎ．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ｂｅａｍｓｈａｐｉｎｇｕｎｉｔｆｏｒ

ｄｅｅｐｕｌｔｒａｖｉｏｌｅｔｌｉｔｈ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Ｊ］．Ｏｐｔ．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Ｅｎｇ．，２０１１，１９（１）：２９－３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赵阳，巩岩．深紫外光刻照明系统光束整形单元的设

计［Ｊ］．光学 精密工程，２０１１，１９（１）：２９－３４．

［９］　ＪｏｈｎＥＣｈｉｌｄｅｒｓ，ＴｏｍＢａｋｅｒ，ＴｉｍＥｍｉｇ，ＪａｍｅｓＣａｒｒｉｅｒｅ，

ＭａｒｃＤ．Ｈｉｍｅｌ，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ｔｅｓｔｉｎｇ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ｒａｃ

ｔｉｖｅｏｐｔｉｃａｌ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ｆｏｒｏｆｆａｘｉｓ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ｉｎｐｈｏｔｏｌｉ

ｔｈｏｇｒａｐｈｙ［Ｃ］．ＰｒｏｃｏｆＳＰＩＥ，２００９，７４３０：７４３００Ｓ．

［１０］ＬＺｈａｎｇ，ＤＬｉｕ，ＴＳｈｉ，ｅｔ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ｍｅｔｈ

ｏｄｆｏｒａｓｐｈｅｒｉｃｍｉｓ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ａｂｅｒｒａｔｉｏｎｓ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ｉｎ

ｎｏｎｎｕｌｌ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ｒｉｃｔｅｓｔｉｎｇ［Ｊ］．ＡｐｐｌｉｅｄＯｐｉｔｃｓ，

２０１３，５２（３５）：８５０１－８５１１．

［１１］ＨＡＯＹｏｎｇ，ＬＩＬｕｎ，ＹＵＪｕｎｂｏ．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

ａ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ｅｙｅ［Ｊ］．Ｌａｓｅｒ＆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２０１６，４６

（６）：７２７－７３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郝永平，李伦，于军波．非球面复眼设计及其制备工艺

研究［Ｊ］．激光与红外，２０１６，４６（６）：７２７－７３０．

［１２］ＨＡＯＹｏｎｇｐｉｎｇ，ＬＩＬｕｎ．Ｎｅｗ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ｉｍａｇ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ｓｏｆ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ｅｙｅ［Ｊ］．Ｌａｓｅｒ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２０１５，４５（１２）：１４０７－１４１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郝永平，李伦．仿生复眼结构设计及其成像系统研

究新 进 展 ［Ｊ］．激 光 与 红 外，２０１５，４５（１２）：

１４０７－１４１２．

７４８激 光 与 红 外　Ｎｏ．７　２０１７　　　　　　李美萱等　光刻照明系统中复眼透镜的设计及公差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