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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高精度星敏感器地面测试任务中模拟无穷远处目标星体的实际应用需求!针对常

规星模拟器体积庞大!装调及校准困难等实际问题!设计了一种大口径(长焦距(可实现自准直

功能的离轴反射式星模拟器光机结构!用来模拟无穷远处的恒星所发出的平行光' 采用离轴

反射式光学设计!避免中心遮拦' 采用光管焦面分光方式!通过半透半反式分光镜的反射与透

射功能实现光路的传递!压缩了镜筒长度&通过探测器接收分光镜透射的光像可直接辨别光学

系统的准直性能!便于装调!且方便后期使用与校准&采用顶丝调节姿态降低了装调难度' 实

际测试结果表明"光机系统的入瞳口径 '

*9+ CC!出瞳距离 *9++ CC!整机的系统波像差

#_CD$测量值为 +?+=+

.

!可精确模拟 + g; 等星!工作波段 !++ g<++ 7C!满足当前对高精度星

敏感器的标定技术指标要求!为星模拟器的高效快速研制提供了一种设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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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引#言

星敏感器作为卫星姿态控制的三大核心器件!

其不同阶段的验证及测试尤为重要' 为了节约星敏

感器的研制成本(降低研制过程的风险!对星敏感器

地面测试标定设备开展应用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9,

'

星模拟器作为星敏感器地面标定和性能检测的装

置!可以通过模拟无穷远处恒星所发出的平行光来

验证星敏感器的成像(星跟踪(星图辨别等性能!是

航天器地面标定的热点研究方向
+* G=,

'

随着星敏感器的发展!对星模拟器的标定精度

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也就需要设计更大口径(更长

焦距的星模拟器设备' 这对于光机结构的设计与装

调等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民德 LA_'T8KDD公司

研制出由 " 个准直光管组成的多光管式结构的静态

星模拟器!可用来验证星敏感器参数的稳定性和设

计的合理性
+",

!但该系统造价高!体积大不便于制

造和应用' 美国 /ADBCA7 X&̀Af 公司采用光纤传光

模拟星点成像原理研制的静态星模拟器!可实现对

太空中三个星象点的模拟!但该静态星模拟器体积

较大!且不能实时闭环工作
+!,

' 意大利国家天体物

理研究所和帕多瓦大学联合设计了一套基于多波段

发光二极管的星模拟器!可模拟宽光谱(高发光强度

的恒星!辐照度最大值为 9"<; eIC

* +$,

!但该星模拟

器造价较高不便于制造' 中国科学院光电技术研究

所研制的用于高精度静态星敏感器标定的单星模拟

器!能够对星点的成像质量(星等范围(色温范围进

行高质量模拟
+;,

!但该系统包括一台高精度二维转

台!体积庞大' 哈尔滨工业大学研制了一套可同时

模拟星光和背景光变化的反射式静态星模拟器!该

星模拟器可实现 + g! Fa范围的星光模拟!视场为

*<n!准直性优于 y*{!有效地实现对星敏感器的实

验室检测
+<,

!该系统体积较小但加工及装调困难!

制造成本较高' 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

所研制了一套可对 $ g9" Fa范围的星等模拟!模拟

精度可达y+?+! Fa的静态星模拟器!该星模拟器

有效地实现了在地面实验室中对星敏感器的弱光标

定!但系统体积较大装调较难
+>,

' 北京控制工程研

究所和长春理工大学联合研制的用静态可变目标标

准源来模拟星点的甚高精度静态星模拟器!光谱范

围达到 +?! g+?<

$

C!视场为 9?*sm9?*s!星间焦距

精度优于 +?*{!可用于对星敏感器的地面标定
+9+,

!

该系统精度较高但光阑外置(采用四片式分离物镜

方式极大的增加了装调难度'

目前!星模拟器的发展正在朝着低误差(轻质

化(高稳定性(装调简单且造价低的目标不停地前

进' 为满足某高精度星敏感器的标定要求!亟需研

制出一种大口径(长焦距(可实现自准直功能的星模

拟器' 本文结合星模拟器的发展趋势(轻质化思想!

考虑提升装调效率(提高系统精度(方便后期维护的

设计思想!对系统的光机结构进行了详细地设计与

研究'

*#工作原理

星模拟器通过提供相对于被测物体无穷远的点

光源作为模拟星!通过对其大小(光度#星等值$(光

谱特性(色温类型等进行精确模拟!实现对星敏感器

的探测能力(空间分辨率等性能的地面标定!其工作

原理如图 9 所示' 星模拟器仿真计算机通过给出卫

星系统当前姿态和轨道运行数据确定系统的光轴指

向!通过加载星表信息文件及计算读取每一颗用作

导航星的经度(纬度(星等亮度和星等能量等数据!

并对各恒星的经度(纬度进行一系列的坐标变换!将

三维空间图转换为星敏感器的二维平面坐标图' 再

通过显示控制系统进入准直光学系统!由此模拟深

空中来自无穷远处的目标天体
+99 G9*,

'

图 9#星模拟器工作原理

3KS?9 e&_fK7S\_K7RK\'8&̂DBA_DKC6'AB&_

=#星模拟器的设计

=(9#光学系统设计

=?9?9#光学系统主要参数

根据星模拟器的使用要求!设计了一个大口径(

长焦距的星模拟器光学系统!系统的主要参数如表

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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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星模拟器技术指标

EAY(9 E8R]7KRA'D\8RK̂KRABK&7D&̂DBA_DKC6'AB&_

序号 指标名称 指标要求

9 口径 不小于 *++ CC

* 焦距
不小于 *+++ CC!带自准直相机!带光轴

指向!光管焦点前后位置可调

= 系统波像差 优于"

I*+#_CD$!

"

l$=*?< 7C

" 星等模拟范围
+ Fa(9 Fa(* Fa(= Fa(" Fa(! Fa(

$ Fa(; Fa可设置

! 工作波段 !++ g<++ 7C

=?9?*#光学系统结构选取

光学系统结构形式主要有折射式(反射式和

折反式' 折射式光学系统虽然具有无中心遮拦(

透过率高和稳定性强等优点!但受光学材料限制!

很难做到大口径及轻量化设计!应用于多星大视

场模拟
+9= G9",

&反射式光学系统分为同轴反射式和

离轴反射式!两者均具有无色差(工作波段宽和无

特殊材料限制等优点!多应用于单星小视场模

拟
+9!,

!同轴反射式由于视场无法做大!且具有中心

遮拦!要想覆盖被测系统的全口径!准直系统的口

径至少要两倍以上' 离轴反射式光学系统通过孔

径离轴方式或视场离轴方式消除了中心遮拦!提

高了系统的光学性能
+9$ G9;,

' 折反式光学系统既

有反射式系统体积较小的优点!又可以使用后继

透镜组增大视场的特点!但系统复杂(装调困难使

得精度难以提高
+9<,

'

为避免中心遮拦!方便后期使用和维护!本文光

学系统采用了离轴反射式光学设计!如图 * 所示'

为实现自准直功能且便于装调!采用光管焦面分光

方式!分光镜为半透半反式!光纤通过分光镜反射进

入!向外发射平面波!经平面镜反射后!回波经分光

镜透射进入!再经折叠镜反射进入探测器!压缩筒

长!实现自准直像的捕获'

图 *#星模拟器光路图

3KS?* H\BKRA'\AB] `KAS_AC&̂B]8DBA_DKC6'AB&_

光学设计结果参数为"入瞳口径 '

*9+ CC&出

瞳距离 *9++ CC&全视场内系统最大波像差#_CD$小

于"

I!+'

=?9?=#光学系统像质分析

依照上述内容对光学系统进行设计并对所设计

系统进行像质评价!优化后的光学传递函数与点列

图分别如图 =(图 " 所示' 由图 = 可知!当截止频率

"l<+ '\ICC时! =4Vv+?=!由图 " 可知!大部分

光线的聚焦点都在艾里斑之内!各视场点列图的

0F.半径均小于 *

$

C!星模拟器光学系统设计符

合技术要求'

图 =#光学传递函数

3KS?= FE3

图 "#点列图

3KS?" M&K7B\'&B

=?*#机械结构设计

星模拟器的机械结构设计对光学系统成像质量

至关重要!设计时要重点考虑材料(机械结构的稳定

性和装调的可行性' 本文将主镜(次镜(分光镜(折叠

镜(光纤与探测器分别安装在模拟器的底座上' 为便

$$> 激 光 与 红 外#################### 第 !" 卷



于装调!各组件均设有可微动调节的顶丝&为消除杂

光#删除砸光$!采用结构铝型材构成遮光罩框架!并

在框架上安装遮光罩罩体!遮光罩罩体采用* CC铝

合金板!且在遮光面板上设计有相应连接接口!遮光

罩内部喷涂黑色消光漆' 星模拟器整体结构如图 !

所示"图中 9为主镜!*为次镜!= 为分光镜!为减小整

体机构尺寸!在光路中安装 "折叠镜' 考虑到安装使

用的便捷性!将 !探测器与 $光纤均安装在具有五轴

调节的底座上!;为带万向地脚的底座!可调节平衡!

<为起到遮光挡灰作用的遮光罩'

图 !#星模拟器机械结构

3KS?! F8R]A7KRA'DB_6RB6_8&̂DBA_DKC6'AB&_

=?*?9#主镜组件结构设计

由于光学系统的主要组成均安装于星模拟器底

座上!其整体不属于单一刚性结构!各镜组状态均为

光轴水平且各镜为圆形!考虑到主镜对光机性能的

影响最大!故以主镜为代表!设计分析主镜组件结

构!然后对主镜进行重力分析!并计算重力作用下主

镜的变形'

对比常用反射镜材料的性能参数!不难发现

.KL的性能虽然最为优异!但其加工周期较长' 这

里选用低膨胀系数(硬度较高材质稳定的微晶玻璃'

本文设计的各镜组件较多!考虑到设计(加工及装调

难度!>+ s%形安装结构形式简单!比较容易实现!

可适用 9++ g;$+ CC范围内的反射镜!故采用

>+ s%形安装!对应的径向支撑是 y"!s方向' 主镜

的边缘与两个水平放置的衬垫连接' 其中!两个衬

垫相对于中垂线对称分布' 第三个衬垫设计在反射

镜顶部的中心' 由于反射镜镜体材料为微晶玻璃!

为保证在温度变化过程中镜室的收缩不会对镜体产

生应力破坏!不会影响到反射镜的面形精度!选用线

膨胀系数与微晶玻璃相接近的殷钢材料作为反射镜

的支撑衬垫' 为避免反射镜受到撞击向前翻倒!采

用黑尼龙材料的垫圈安装在反射镜的前面' 主镜组

件结构如图 $ 所示'

图 $#主镜组件结构

3KS?$ M_KCA_NCK__&_ADD8CY'NDB_6RB6_8

对主镜组件进行有限元分析' 基于殷钢支撑衬

垫和尼龙弹性结构设计!主镜组件重点仿真分析重

力对主镜的面形影响' 如图 ; 所示为主镜在重力作

用下的变形!在光轴水平重力工况下!主镜组件的刚

体位移为 9?>"

$

C!使用 CAB'AY 自编软件对镜面节

点数据进行处理!求出主镜重力工况下!0F. 值为

<?+; 7C!符合单镜组件面形 0F. 优于 "

I!+ 的设

计指标'

图 ;#主镜自重载荷下的变形云图

3KS?; M_KCA_NCK__&_S_AaKBNA7A'NDKD

=?*?*#目标光源结构设计

模拟器目标光源主要由积分球#主积分球和卫

星球$(内置光源(衰减器(光纤光谱仪以及控制系

统等组成!如图 < 所示' 积分球的基本结构是由铝

或塑料等做成的一个内部空心球' 球内壁上均匀喷

涂多层中性漫反射材料' 球上开有多个开孔!作为

入射光孔!用于安装探测器(光源等' 为了保证探测

器和出光孔无直射光!球内装有遮挡板!积分球上安

装溴钨灯光源!主积分球上和卫星球上安装多组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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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溴钨灯光源!可通过控制光源的开和关调整积

分球的亮度' 卫星球和主积分球之间安装电动可调

光阑!通过调整光阑的开口大小改变卫星球进入主

积分球内的能量!实现积分球出口处亮度的连续

可调'

图 <#目标光源设计

3KS?< EA_S8B'KS]BD&6_R8̀ 8DKS7

"#装调与检测

"(9#星模拟器的装调

基于上述组件的优化设计!每个组件的精度得

到了很好的保证' 对比常规星模拟器!在该星模拟

器系统装调时!通过探测器的光像可直接辨别光学

系统的准直性能!通过关键节点的顶丝调节设计可

对系统组装开展快速联调' 首先将遮光罩罩壳底面

安装!之后通过经纬仪将入光垂直面定为基准 9!将

主镜背部作为基准 *!通过调节主镜顶丝使基准 9

与基准 * 呈现水平状态!确定主镜的位置与姿态'

再根据理论设计依次将各组件放置' 粗调时应注意

各镜面的结构姿态!使各组件光轴面保持水平' 粗

调后打开目标光源!通过观察各组件上的光点及探

测器的成像特点!调节各组件的顶丝!直到在探测器

中心观察到清晰明亮的圆形光斑' 然后安装遮光罩

部分' 装调完成后的星模拟器如图 > 所示'

图 >#星模拟器实物图

3KS?> .BA_DKC6'AB&_\]NDKRA'KCAS8

"(*#光学指标检测

"?*?9#整机面形检测

面形是光学制造中的重要精度指标之一!简单

来说是表面不平整度' 面形的两个参数M%和0F.

值!M%是表示路面的最高处与最低处的差值!即波

峰波谷值&0F. 值是全路面高低的平均值!即均方

根值' 本文利用T[VH干涉仪检测星模拟器系统的

面形!测量结果如图 9+ 所示!系统 0F. 值为

+?+=+

"

!满足设计指标"

I*+ 要求'

图 9+#整机0F.值

3KS?9+ E]8DNDB8C0F. aA'68

"?*?*#工作波段检测

打开模拟器光源!待光源稳定 = CK7 后!采用

M0;"! 光谱辐射计端对端对准星模拟器光源!测量

星模拟器光源的光谱辐亮度' 测量原理如图 99 所

示' 光源的出光光谱分布实测结果如图 9* 所示!光

谱范围覆盖 !++ g>++ 7C!满足指标要求'

图 99#工作波段检测原理

3KS?99 e&_fK7SYA7` `8B8RBK&7 \_K7RK\'8

图 9*#光谱分布检测结果

3KS?9* .\8RB_A'̀KDB_KY6BK&7 `8B8RBK&7 _8D6'BD

"?*?=#星等测试

标定方法如图 9= 所示!微光照度计放置在星模

拟器出光口!在 + Fa下可将照度基准溯源至模拟器

<$> 激 光 与 红 外#################### 第 !" 卷



光源自带的标准探测器!基于探测器的响应线性特

性即可实现 + g; Fa范围内的监测和测试'

图 9=#星等标定方法

3KS?9= FAS7KB6`8RA'KY_ABK&7 C8B]&̀

国际上零等星的照度规定为 *?!" m8

G$

'c!星等

与照度之间的数学关系式"

1'/ %'*?!9* -'S

<

1

<

/

#9$

式中!<

1

表示1等星照射至地球表面的辐照度&<

/

分别表示 /等星照射至地球表面的辐照度' 由此计

算出 ; 等星的照度为 "?+*$ m8

G>

'c'

采用微光照度计将量值溯源至标准探测器后!

标准探测器的辐射监视范围覆盖 + g; 等星!而且模

拟器光源可连续可调!因此可实现 + 等到 ; 等星任

意星等的模拟!其中 + 等星的模拟效果如图 9" 所

示!; 等星的模拟效果如图 9! 所示'

图 9"#+ 等星模拟效果

3KS?9" + FAS7KB6`8DBA_DKC6'ABK&7 8̂̂8RB

!#总#结

本文针对目前已有的星模拟器的局限性!设

计了一款大口径(长焦距离轴反射式的星模拟器

光机结构' 该结构利用自准直原理!通过探测器

成像可直接检测星模拟器的准直性能&通过顶丝

微调减小#删除的$装调难度' 在光路传递过程中

通过半透半反式分光镜与折叠镜压缩镜筒长度!

减小的系统的尺寸' 目前!该设备已经装调完成'

依据实验结果来看!本文所研究的星模拟器体积

相对较小!精度高!装调简单!满足星模拟器的设

计指标要求!为大口径(长焦距星模拟器的研制提

供了一种设计方法'

图 9!#; 等星模拟效果

3KS?9! ; FAS7KB6`8DBA_DKC6'ABK&7 8̂̂8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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