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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通信终端光学系统杂散光抑制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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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理工大学光电信息学院，吉林 长春１３００５２）

摘　要：随着空间应用领域的扩展，卫星激光通信凭借其在速率、带宽、体积、重量和功耗等方
面的优势而得到广泛应用。对于卫星光通信来说，终端光学系统的性能直接影响通信的可靠

性和稳定性，本文根据激光通信中收发一体、双向双工工作模式对收发隔离度的要求，采用

ＣｏｄｅＶ软件完成了８３０ｎｍ激光通信终端光学系统设计，实现物方全视场１５ｍｒａｄ，全视场
ＭＴＦ值＞０６５＠１００线对／ｍｍ，限制光线出射角不小于８

!

，设计结果满足系统使用要求。通

过对光学系统杂散光分析与抑制技术研究，控制轴外杂散光在离轴角５°～２０°时杂散光抑制
能力大于４５ｄＢ且２０°时大于６０ｄＢ。实验结果给出８３０ｎｍ激光通信终端光学系统光路图并
对系统轴外杂光范围及抑制能力进行了测试，测试结果与仿真的结果一致，满足卫星激光通信

系统使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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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反射光学系统具有易于轻量化、对温度变化

不敏感、无色差等诸多优势，因此在激光通信终

端光学系统中往往采用反射式结构。目前，国内

外对两反系统的杂散光分析研究已经非常深入，

长春光机所的史光辉对卡塞格林系统的遮光罩，

挡光环等消杂散光措施的设置给出了详细的分

析［１］；西安光机所的李婷等定量计算了同类系统

的杂散光数值［２］；美国国家天文台的史蒂芬等人

对地基天文望远系统的杂散光抑制方法进行了

研究［３］。这些工作使用的主要方法是建立实体

模型，包括给定各个光学、机械结构表面的光学

参数，通过改进的蒙特卡洛法进行光线追迹，确

定各离轴角度的杂散光传输路径，得到最初的分

析结果。然后，根据结果改进模型，修改遮光罩

的设计，在散射路径上加入遮光叶片等，最终减

小光学系统杂散光水平［４］。常规的卡塞格林光

学天线具有工作波长范围宽、消像差能力强、结

构简单、像质优良等优点，被美国、欧洲、日本以

及中国广泛应用于卫星激光通信终端，但由于卡

－格光学天线是同轴光学结构形式，不可避免会
出现次镜及次镜支撑筋遮挡引入的后向散射，虽

然可以通过次镜打孔或设置光陷阱等措施抑制

散射光，但不能从根本降低卡 －格光学天线的后

向散射［５－９］。采取上述杂散光抑制措施的卡 －
格光学天线的隔离度仅能达到 ５５ｄＢ，离轴三反
光学天线可避免同轴光学天线中发射光路出现

１８０°的后向反射和散射，其收发隔离度达到９０～
１００ｄＢ，而同轴光学天线的隔离度仅能达到３０～
５５ｄＢ［１０－１２］。因此，光学天线采用离轴三反光学
结构形式，是激光通信终端具备高收发隔离度的

基础。

基于光学表面散射理论，本文提出在光学设计

中控制光线出射角不小于８°，２０°离轴角轴外杂散
光抑制能力大于６０ｄＢ，测量结果与仿真分析一致。
满足卫星激光通信系统捕跟和通信对光线天线杂散

光抑制的要求。

２　表面散射理论
对于一个表面通常用双向散射分布函数（ｂｉｄｉ

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ｓｃａｔｔｅｒｉｎｇ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ｆｕｎｃｔｉｏｎ）评价其表面
散射特性，ＢＳＤＦ的定义如下所示：

ＢＳＤＦ＝
Ｌ（αｓ，βｓ）
Ｅ（αｉ，βｉ）

（１）

其中，ａ是高低角；ｂ是方位角；下标 ｉ表示入射；
ｓ表 示 散 射；Ｌ（αｓ，βｓ）是 光 学 面 的 辐 亮 度；
Ｅ（αｉ）是入射光的辐照度。对于光学镜面（哈
维模型）其表面散射能量分布与出射角的关系

如图 １所示。

图１　光学镜面散射能量分布与方位角

Ｆｉｇ１Ｏｐｔｉｃａｌｍｉｒｒｏｒｓｃａｔｔｅｒｉｎｇｅｎｅｒｇ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ｚｉｍｕｔｈａｎｇｌｅ

　　对于光滑的光学表面，９８％散射能量分布在出
射角附近

"

７
!

以内，结合工程实现性，所以在光学设

计中，对光线出射角限制在不小于８
!

，可避免大部

分后向散射直接进入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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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光学设计参数
激光通信终端光学系统的工作波长为８３０ｎｍ，

入瞳直径１２５ｍｍ，物方视场１５ｍｒａｄ，全视场 ＭＴＦ
值＞０６５＠１００线对／ｍｍ。根据指标要求选取激光
通信终端光学系统的初始结构进行优化，主、次镜成

一次中间像，目镜将一次像转成平行光，限制光线出

射角不小于８
!

，用 ＣｏｄｅＶ软件完成了如图２所示
的光学设计，从调制传递函数曲线图３可以看出，设
计结果满足使用要求。

图２　离轴光学天线结构形式

Ｆｉｇ２Ｏｆｆａｘｉｓｏｐｔｉｃａｌａｎｔｅｎｎ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图３　ＭＴＦ曲线

Ｆｉｇ３ＭＴＦｃｕｒｖｅ

４　杂散光仿真分析
杂散光仿真分析中所有光学件均采用哈维模型

（ＲＭＳ粗糙度０５～３ｎｍ），所有机械件均采用多项
式散射模型。杂散光仿真模型中机械件表面朗伯散

射率０１５；光学件镜面反射率大于９９８％。根据

光学设计和结构设计结果建立杂散光仿真分析

模型。

杂散光抑制能力分析模型如图４所示。仿真模
型的表面特性（反射率、散射模型等）以及内部物理

性质，按照光学件、结构件的实际情况赋值。通过对

系统进行非顺序光线追迹，分析到达系统像面的杂

散光能量大小。

图４　轴外杂散光抑制能力分析模型

Ｆｉｇ４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ｏｆｏｆｆａｘｉｓｓｔｒａｙ

ｌｉｇｈｔ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光学系统的杂光由散射杂光与边缘衍射杂光共

同构成，图５为该光学系统衍射杂光 ＰＳＴｄ（θ）的计
算值（一级衍射杂光）。

图５　光学系统衍射杂光ＰＳＴ

Ｆｉｇ５Ｏｐｔ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ｄｉｆｆｒａｃｔｅｄｓｔｒａｙｌｉｇｈｔＰＳＴ

系统总ＰＳＴ（散射和衍射）如图６和表１所示，
光学系统轴外杂光抑制能力大于４５ｄ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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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光学系统杂散光抑制能力ＰＳＴ曲线图

Ｆｉｇ６ＰＳＴｃｕｒｖｅｏｆｓｔｒａｙｌｉｇｈｔ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ｏｐｔ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

表１　光学系统轴外杂散光抑制能力表
Ｔａｂ１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ｏｆｆａｘｉｓｓｔｒａｙ

ｌｉｔｏｆｏｐｔ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

离轴角（°） ＰＳＴ ｄＢ值

５ ５２１×１０－６ ４７８

６ ２６０×１０－６ ５８９

７ １４０×１０－６ ５２６

８ １０４×１０－６ ５４８

９ ９１４×１０－７ ５５４

１５ ６７０×１０－７ ６１２

２０ ８８８×１０－７ ６３５

５　实验结果
系统加工装调集成后，波像差测量结果如表２所

示，测试结果表明：０视场ＲＭＳ值为１５９２ｎｍ；０视场
ＰＶ值为１２０１ｎｍ；ＦＯＶ１ＲＭＳ值为４０５５ｎｍ（＋Ｘ：
５２５ｍｒａｄ），４１４２ｎｍ（－Ｘ：－５２５ｍｒａｄ），３９１４ｎｍ
（＋Ｙ：５２５ｍｒａｄ），３８５４ｎｍ（－Ｙ：－５２５ｍｒａｄ）；
ＦＯＶ１ＰＶ值为１７３４ｎｍ（＋Ｘ：５２５ｍｒａｄ），１６９３ｎｍ
（－Ｘ：－５２５ｍｒａｄ）１６６４ｎｍ（＋Ｙ：５２５ｍｒａｄ），
１６７５ｎｍ（－Ｙ：－５２５ｍｒａｄ）；ＦＯＶ２ＲＭＳ值为５５８４ｎｍ
（＋Ｘ：７５ｍｒａｄ），５７６６ｎｍ（－Ｘ：－７５ｍｒａｄ）５５１５ｎｍ
（＋Ｙ：７５ｍｒａｄ），５５６７ｎｍ（－Ｙ：－７５ｍｒａｄ）；ＦＯＶ２
ＰＶ值为３５０６ｎｍ（＋Ｘ：７５ｍｒａｄ），３６０３ｎｍ（－Ｘ：
－７５ｍｒａｄ）３６２４ｎｍ（＋Ｙ：７５ｍｒａｄ），３５６６ｎｍ
（－Ｙ：－７５ｍｒａｄ）。轴外杂光范围及抑制能力（５°～
２０°）≥４５ｄＢ，与实测结果相符，验证了杂散光分析
模型，分析方法的正确性。

表２　系统测试结果
Ｔａｂ２Ｓｙｓｔｅｍ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

参数 要求 检测结果

视场角ＦＯＶ１ 全视场１５ｍｒａｄ １５ｍｒａｄ

入瞳直径 ≥１２５ｍｍ １２５ｍｍ

波
像
差

０视场ＲＭＳ值 ≤３０ｎｍ １５９２ｎｍ

０视场ＰＶ值 ≤１５０ｎｍ １２０１ｎｍ

ＦＯＶ１ＲＭＳ值 ≤６０ｎｍ

４０５５ｎｍ（＋Ｘ：５２５ｍｒａｄ），
４１４２ｎｍ（－Ｘ：－５２５ｍｒａｄ）
３９１４ｎｍ（＋Ｙ：５２５ｍｒａｄ），
３８５４ｎｍ（－Ｙ：－５５２５ｍｒａｄ）

ＦＯＶ１ＰＶ值 ≤３５０ｎｍ

１７３４ｎｍ（＋Ｘ：５２５ｍｒａｄ），
１６９３ｎｍ（－Ｘ：－５２５ｍｒａｄ）
１６６４ｎｍ（＋Ｙ：５２５ｍｒａｄ），
１６７５ｎｍ（－Ｙ：－５２５ｍｒａｄ）

ＦＯＶ２ＲＭＳ值 ≤８３ｎｍ

５５８４ｎｍ（＋Ｘ：７５ｍｒａｄ），
５７６６ｎｍ（－Ｘ：－７５ｍｒａｄ）
５５１５ｎｍ（＋Ｙ：７５ｍｒａｄ），
５５６７ｎｍ（－Ｙ：－７５ｍｒａｄ）

ＦＯＶ２ＰＶ值 ≤５００ｎｍ

３５０６ｎｍ（＋Ｘ７５ｍｒａｄ），
３６０３ｎｍ（－Ｘ：－７５ｍｒａｄ）
３６２４ｎｍ（＋Ｙ：７５ｍｒａｄ），
３５６６ｎｍ（－Ｙ：－７５ｍｒａｄ）

轴外杂光范围及抑制能力

　（５°～２０°） ≥４５ｄＢ ≥４７ｄＢ

　２０° ≥６０ｄＢ ６３５

６　结　论
收发一体双向通信的离轴三反光学天线的杂散

光与光学设计方案有关，采用ＣｏｄｅＶ软件设计完成
了全视场 ＭＴＦ值 ＞０６５＠１００线对／ｍｍ且光线出
射角不小于８°的激光通信终端光学系统设计，设计
结果满足系统使用要求。通过杂散光仿真分析条件

给出杂散光抑制能力分析模型，进而对光学系统衍

射杂光点源透过率和光学系统杂散光抑制能力点源

透过率进行了分析。测试结果与仿真的结果一致，

满足卫星激光通信系统使用要求。

参考文献：

［１］　ＳｈｉＧｕａｎｇｈｕｉ．Ｍａｔｈｏｄｓ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ｎｇｓｔｒａｙｌｉｇｈｔ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ｄ

ｉｎｃａｓｓｅｇｒａｉ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Ｊ］．Ｏｐｔ．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Ｅｎｇ．，１９９７，５

（５）：１０－１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史光辉．消除卡塞格林系统杂光的措施［Ｊ］．光学 精密

工程，１９９７，５（５）：１０－１６．

［２］　ＳｔＥｐｈＥｎＭＰ．Ａｓｔｒａｙｌｉｇｈ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ａｐａｃｈｅｐｏｉｎｔ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ｏｒｙ３．５ｍｅｔｅｒｔｅｌｅｓｃｏｐｅｓｙｓｔｅｍ［Ｊ］．ＳＰＩＥ，２００３，

１８３１激 光 与 红 外　Ｎｏ．１０　２０２１　　　　　　赵　迎等　激光通信终端光学系统杂散光抑制技术研究



４８４２：１２８－１３８．

［３］　ＬｉＴｉｎｇ，ＹａｎｇＪｉａｎｆｅｎｇ，ＲｕａｎＰｉｎｇ，ｅｔａｌ．Ｓｔｒａｙｌｉｇｈｔａｎａｌｙ

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ｌｕｎａｒｂａｓｅｄｏｐｔｉｃａｌｔｅｌｅｓｃｏｐｅ［Ｊ］．ＡｃｔａＰｈｏｔｏｎｉ

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０７，３６：１３７－１４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李婷，杨剑锋，阮萍，等．月基光学天文望远镜（ＬＯＴ）

的杂散光分析［Ｊ］．光子学报，２００７，３６，１３７－１４２．

［４］　ＧａｒｙＬＰ．Ｓｔｒａｙｌｉｇｈｔ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ｗｉｔｈｏｐｔｉｃａｌｒａｙ

ｔｒａｃｅ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Ｊ］．ＳＰＩＥ，１９９７，３７８０：１３２－１３７．

［５］　ＨｏｕＪｉａ，ＨｅＺｈｉｐｉｎｇ，ＳｈｕＲｏｎｇ．Ｅｍｉｔｔ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ｆｉｂｅｒ

ａｒｒａｙ３Ｄｌａｓｅｒｉｍａｇｉｎｇｕｓｉｎｇｏｆｆａｘｉｓｔｈｒｅｅｍｉｒｒｏｒｓｙｓｔｅｍ

［Ｊ］．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ａｎｄＬａｓｅｒ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６，４５（４）：１２４－

１２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侯佳，何志平，舒嵘．离轴三反光纤阵列激光三维成像

发射系统［Ｊ］．红外与激光工程，２０１６，４５（４）：

１２４－１２８．

［６］　ＭｃＣａｒｔｈｙＤＪ．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ｓｔｒａｔｏｓｃｏｐｅ

ＩＩｂａｌｌｏｏｎｂｏｒｎｅｔｅｌｅｓｃｏｐｅ［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Ａｅｒ

ｏｓｐａｃｅ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ｙｓｔｅｍｓ，２００７，５（２）：３２３－３２９．

［７］　ＧｅＪｉｎｇｊｉｎｇ，ＬｉｎＺｈａｏｒｏｎｇ，ＺｈｕＤａｋａｉ．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ｍｉｄｗａｖｅ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ｚｏｏｍｓｙｓｔｅｍ［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

Ｏｐｔｉｃｓ，２０１３，３４（５）：７２８－７３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葛婧菁，林招荣，朱大凯．机载轻小型中波红外连续变

焦系统设计［Ｊ］．应用光学，２０１３，３４（５）：７２８－７３２．

［８］　ＳｔｏｎｅＴ，ＧｅｏｒｇｅＮ．Ｈｙｂｒｉｄｄｉｆｆｒａｃｔｉｖｅ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ｖｅｌｅｎｓｅｓａｎｄ

ａｃｈｒｏｍａｔｓ［Ｊ］．Ａｐｐｌｉｅｄ Ｏｐｔｉｃｓ，１９８８，２７（１４）：

２９６０－２９７１．

［９］　ＭｅｒｃａｄｏＲＩ，ＲｙｚｈｉｋｏｖＬ．Ｄｅｓｉｇｎｓｏｆａｐｏｃｈｒｏｍａｔｓａｎｄｓｕ

ｐｅｒａｃｈｒｏｍａｔｉｃ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Ｊ］．ＳＰＩＥ，１９９８，３４８２：３２１－３３１．

［１０］ＡＢｉｓｗａｓ，ＫＥＷｉｌｓｏｎ，ＮＡＰａｇｅ．Ｌａｓｅｒｃｏｍｔｅｓｔａｎｄｅｖａｌ

ｕ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ｉｏｎ（ＬＴＥ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ｕｐｄａｔｅ［Ｊ］．Ｐｒｏｃ．ｏｆ

ＳＰＩＥ，１９９８，３２６６：２２－３２．

［１１］ＺｈａｎｇＷｅｎｙ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Ｇｕｏｙｕ，ＺｈａｎｇＬｅｉ．Ｏｐｔ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

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ｌａｒｇｅ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ｏｆｆａｘｉｓ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ｔｙｐｅｓｔａｒｓｉｍｕ

ｌａｔｏｒ［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Ｏｐｔｉｃｓ，２０１４，３５（６）：９４９－

９５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张文颖，张国玉，张雷．大口径离轴反射式星模拟器光

学系统设计［Ｊ］．应用光学，２０１４，３５（６）：９４９－９５４．

［１２］ＬｉｕＹｕａｎ，ＹｅＤｅｍａｏ，ＷａｎｇＪｉａｎｙｉｎｇ，ｅｔ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ｏｆ

５０ｍｍ～１０００ｍｍｚｏｏｍｏｐｔ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ｗｉｔｈｈｉｇｈｚｏｏｍ

ｒａｔｉｏ［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Ｏｐｔｉｃｓ，２０２０，４１（６）：１１４７－

１１５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刘圆，叶德茂，王建楹，等．５０ｍｍ～１０００ｍｍ大变倍比

变焦光学系统设计［Ｊ］．应用光学，２０２０，４１（６）：

１１４７－１１５２．

２８３１ 激 光 与 红 外　　　　　　　　　　　　　　　　　　　　 第５１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