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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棱锥传感器在空间光干涉望远镜共相中的应用

颜召军，郑立新，王超燕，蔡建清，陈欣扬，周丹
（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 光学天文技术研究室，上海２０００３０）

摘　要：针对空间光干涉望远镜提出了一种基于四棱锥波前传感器的相位平 移 误 差 检 测 与 闭 环 校 正 方

法．该方法依次在三种不同波长条件下，用四 棱 锥 传 感 器 检 测 两 两 子 镜 间 的 平 移 误 差，并 依 据 实 时 测 量

结果控制子镜产生相应的校正平移量，直到将平移误差校正到所用半波长的整数倍，而后根据已知的波

长数据和子镜平移量数据计算得到真实的平移误差，进而对平移误差进行闭环校正．以两个子镜构成的

空间望远镜为研究对象，对该检测与闭环校正方法进行了仿真验证．仿真结果表明，该方法可在５００μｍ
范围内对相位平移误差进行准确闭环校正，具有纳米级的精度与良好的重复性．
关键词：天文光学；望远镜；共相；空间望远镜；干涉；四棱锥

中图分类号：Ｏ４３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４２１３（２０１８）１１－１１２８００２－７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ｙｒａｍｉｄ　Ｓｅｎｓｏｒ　ｆｏｒ　Ｃｏ－ｐｈａｓｉｎｇ　Ｓｐａｃｅ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ｒｉｃ　Ｔｅｌｅｓｃｏｐｅ

ＹＡＮ　Ｚｈａｏ－ｊｕｎ，ＺＨＥＮＧ　Ｌｉ－ｘｉｎ，ＷＡＮＧ　Ｃｈａｏ－ｙａｎ，ＣＡＩ　Ｊｉａｎ－ｑｉｎｇ，ＣＨＥＮ　Ｘｉｎ－ｙａｎｇ，ＺＨＯＵ　Ｄａｎ
（Ｔｈｅ　Ａｓｔｒｏｎｏｍｉｃａｌ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Ａｓｔｒｏｎｏｍｉｃａｌ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ｏｒ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００３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ｐｉｓｔｏｎ　ｅｒｒｏｒ　ｄｅｔｅｃ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ｌｏｓｅ　ｌｏｏｐ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ｐｙｒａｍｉｄ
ｗａｖｅｆｒｏｎｔ　ｓｅｎｓｏｒ　ｗａ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ｆｏｒ　ｓｐａｃｅ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ｒｉｃ　ｔｅｌｅｓｃｏｐｅ．Ｔｈｒｅ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ａｖｅｌｅｎｇｔｈｓ
ａｒｅ　ｕｓｅｄ　ｉｎ　ｔｕｒ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ｐｙｒａｍｉｄ　ｓｅｎｓｏｒ　ｉ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ｔｈｅ　ｐｉｓｔｏｎ　ｅｒｒｏｒ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ｕｂ－ｍｉｒｒｏｒｓ，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ｓｕｂ－ｍｉｒｒｏｒｓ　ａｒ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ｏ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ｅ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ｐｉｓｔｏｎ　ｅｒｒｏｒ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ｕｎｔｉｌ　ｔｈｅ　ｐｉｓｔｏｎ　ｅｒｒｏｒｓ　ｒｅａｃｈ　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ｌ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ｏｆ　ｈａｌｆ　ｏｆ　ｔｈｅ　ｕｓｅｄ
ｗａｖｅｌｅｎｇｔｈ．Ａｆｔｅｒ　ｔｈａｔ，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ｐｉｓｔｏｎ　ｅｒｒｏｒ　ａｒ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ｂａｓｅｄ　ｔｈｅ　ｋｎｏｗｎ　ｄａｔａ　ｏｆ　ｗａｖｅｌｅｎｇｔｈｓ
ａｎｄ　ｑｕａｎｔ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ｐｉｓｔｏｎ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ｂ－ｍｉｒｒｏｒｓ，ａｎｄ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ｐｉｓｔｏｎ　ｅｒｒｏｒｓ　ｃａｎ　ｂ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ｂｙ
ｃｌｏｓｅｄ　ｌｏｏｐ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ｗａｓ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ｌｙ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ｄ　ｂｙ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ａ　ｔｅｌｅｓｃｏｐｅ　ｗｉｔｈ　ｔｗｏ　ｓｕｂ－ａｐｅｒｔｕｒｅｓ　ｗａｓ　ｔａｋｅｎ　ａ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ｂｊｅｃｔ．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ｐｒｏｖ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ｉｓｔｏｎ
ｅｒｒｏｒ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ｗｏ　ｓｕｂ－ａｐｅｒｔｕｒｅｓ　ｃａｎ　ｂｅ　ｓｏｕｎｄｌｙ　ｄｅｔｅｃｔｅｄ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ｐｉｓｔｏｎ　ｅｒｒｏｒ　ｉｓ　ｎｏｔ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５００μｍ．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ｔｈｅ　ｎｏｖｅｌ　ｍｅｔｈｏｄ　ｍｅｅｔｓ　ｔｈｅ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ｎｏｍｅｔｅｒ　ａｎｄ　ｈａｓ　ｇｏｏｄ　ｒｅｐｅａ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Ａｓｔｒｏｎｏｍｉｃａｌ　ｏｐｔｉｃｓ；Ｓｐａｃｅ　ｔｅｌｅｓｃｏｐｅ；Ｃｏ－ｐｈａｓ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ｒｙ；Ｐｙｒａｍｉｄ
ＯＣＩＳ　Ｃｏｄｅｓ：２８０．４７８８；３５０．１２６０；１２０．５０５０

０　引言

望远镜的空间分辨率与其口径成正比，较大的口径可以获得较高的分辨率．目前人类可建造的最大单镜

面望远镜的口径为８ｍ左右，建造更大口径的单镜面望远镜受到制造工艺、成本等因素的制约［１］．光干涉技

术是一种提高望远镜空间分辨率的有效途径［２］．地基光干涉望远镜有良好应用前景，但其成像质量会受到地

球大气湍流扰动的影响．而空间望远镜因无大气扰动影响，可以在很宽的光学波段进行观测，对光干涉望远

１－２００８２１１



光　子　学　报

镜技术发展十分有利，ＥＳＡ、ＮＡＳＡ都积极开展空间光干涉望远镜的研究与研制［３－４］．
光干涉望远镜获得接近衍射极限分辨率图像的关键是在整个视场中保证来自子孔径的光束在焦面上相

干叠加，且共相误差必须稳定控制在十分之一个波长范围内［５］．光干涉望远镜中的平移误差探测与控制技术

已成为该领域研究的热点．平移误差探测技术主要包括：

１）干涉仪法．该方法测量精度高，但干涉仪体积大、结构复杂，不适宜用于空间望远镜［６］．
２）相位差法．ＬＦＤＡＨＬ　Ｍ　Ｇ等将相位差法用于ＫｅｃｋⅡ共相误差检测，该方法测量精度优于１５ｎｍ，

但测量范围为一个波长，使用双波长测量范围可扩大约几倍［７］．
３）宽带哈特曼法和窄带哈特曼法．ＣＨＡＮＡＮ　Ｇ最早将该方法用于Ｋｅｃｋ望远镜中的相位平移误差检测

问题［８］．宽带哈特曼方法测量范围约为３０μｍ，测量精度仅为６０ｎｍ；窄带哈特曼法检测精度高达１２ｎｍ，但

测量范围很小，仅为半个波长．宽带哈特曼法和窄带哈特曼法需要配合使用，检测效率低［９］．
４）色散条纹哈特曼传感器共相检测方法．加州理工大学科研人员最早提出了色散条纹哈特曼传感器平

移误差检测方法．该方法测量范围可达１００μｍ，测量精度优于０．１μｍ，但当绝对平移误差小于半个波长时，

该方法需借助于其他平移误差检测方法［１０－１１］．北京理工大学王姗姗等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种改进的共相误差

检测方法—色散瑞利干涉法．该方法需要事先对共相误差为零时的干涉条纹极大值位置进行精确标定，然后

才能从干涉条纹中提取出平移误差信息［１２］．基于色散条纹的共相检测方法测量范围大、精度高，但是实现该

方法需要特定的共相检测传感器，实现复杂，光路中的分光及色散元件的使用使得光能利用率低，此外该方

法还受到子镜数目以及子镜间距的限制．
５）基于四棱锥波前传感器的共相检测方法．欧洲南方天文台对四棱锥波前传感器在共相检测中的应用

进行了研究．其研究表明该方法测量精度高，对平移误差的测量精度达到了５．７ｎｍ，但该方法的测量与校正

范围仅为一个波长，即使采用双波长方法，其测量与校正范围仍然只有几微米［１３－１４］．
其他的共相误差检测方法还有双波长切换法［１５］、焦面图像分析算法［１６］、ＲＳＣ算法（Ｒｅｄｕｎｄａｎｔ　Ｓｐａｃｉｎｇ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１７］等．目前大多数的共相检测方法或能在几十乃至百微米范围内实现粗共相检测，或只能在一

个或者若干个波长范围内对相位平移误差进行高精度检测，或实现复杂，或受到子镜数目以及子镜间距的限

制，不适于空间光干涉望远镜．为解决空间光干涉望远镜中的相位平移误差检测，校正现有方法存在的不足，
提出了一种基于四棱锥传感器的相位平移误差检测与闭环校正方法．对关键算法进行了理论分析与推导，并
通过仿真实验进行验证．

１　四棱锥传感器对相位平移误差的响应

图１为基于四棱锥波前传感器的双孔径共相检测光路示意图．四棱锥位于透镜Ｌ１（焦距为ｆ１）的焦点位

置，每个孔径的入射波前经过透镜Ｌ１ 后聚焦在四棱锥尖顶，被其分成了４束，之后经过透镜Ｌ２（焦距为ｆ２）
后在其焦平面位置处的ＣＣＤ上形成光瞳像，每一个孔径对应４个光瞳像．计算某一个孔径在ＣＣＤ上对应的

４个 光 瞳 像 在ｘ方 向 和ｙ方 向 的 光 强 差，就 可 以 得 到 该 孔 径 的 波 前 在ｘ方 向、ｙ方 向 上 的 波 前 斜 率．假 定 某

图１　四棱锥波前传感器共相检测光路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ｅ　ｏｆ　ａｎ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ｓｅｔｕｐ　ｏｆ　ａ　ｐｙｒａｍｉｄ　ｗａｖｅｆｒｏｎｔ　ｓｅｎｓｏｒ　ｆｏｒ　ｃｏ－ｐｈａｓｉｎｇ　ｄｅｔｅｃｔ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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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孔径对应的４个光瞳像的光强分别为Ｉ１、Ｉ２、Ｉ３、Ｉ４，则该孔径的波前在ｘ方向和ｙ方向的斜率分别为

Ｓｘ（ｘ，ｙ）＝
［Ｉ１（ｘ，ｙ）＋Ｉ４（ｘ，ｙ）］－［Ｉ２（ｘ，ｙ）＋Ｉ３（ｘ，ｙ）］

∑
４

ｉ＝１
Ｉｉ（ｘ，ｙ）

（１）

Ｓｙ（ｘ，ｙ）＝
［Ｉ３（ｘ，ｙ）＋Ｉ４（ｘ，ｙ）］－［Ｉ１（ｘ，ｙ）＋Ｉ２（ｘ，ｙ）］

∑
４

ｉ＝１
Ｉｉ（ｘ，ｙ）

（２）

对于单个望远镜，四棱锥波前传感器可以对除平移像差之外的其它各阶像差进行探测．对于多个子镜构

成的光干涉望远镜，四棱锥传感器除了可以探测各子镜传输路径上的像差之外，还可以探测两两子镜间的相

位平移误差．图２给出了两子镜间的相位平移误差分别为π／２、０时，四棱锥传感器探测到的双孔的光瞳像．
显然，四棱锥传感器对子镜间的相位平移误差有响应．

图２　相位平移误差分别为π／２、０时的光瞳像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ｐｕｐｉｌ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ｍａｇｅｓ　ｆｏｒ　ｐｉｓｔｏｎ　ｅｒｒｏｒ＝π／２ａｎｄ　ｐｉｓｔｏｎ　ｅｒｒｏｒ＝ｚｅｒｏ

　　进一步对四棱锥传感器探测到的光瞳像信息与

平移误差之间 的 关 系 进 行 了 仿 真．仿 真 中 首 先 利 用

响应矩阵非实测法获取复原矩阵［１８］，而后计算得到

图３所示的四 棱 锥 传 感 器 对 平 移 误 差 的 响 应 曲 线．
图３横轴为输入的平移误差真实值，纵轴为平移误

差复原值（仿 真 中 施 加 了０．２５λ的 平 移 误 差 以 获 取

复原矩阵）．图３表 明 四 棱 锥 传 感 器 对 平 移 误 差 的

“响应”具有周期性，且是非线性响应，只在很小的范

围内近似线性．采用单波长时，四棱锥传感器只能粗

略测量一个波 长 范 围 内 的 平 移 误 差．采 用 双 波 长 技

术可以将平移误差探测与校正的范围增大到几个微

米．对于地基光干涉望远镜，大气湍流引入的相位平

图３　四棱锥传感器对平移误差探测的响应曲线

Ｆｉｇ．３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ｃｕｒｖｅ　ｏｆ　ｐｙｒａｍｉｄ　ｓｅｎｓｏｒｆｏｒ　ｄｅｔｅｃｔｉｎｇ
ｐｉｓｔｏｎ　ｅｒｒｏｒ

移误差抖动可达几十微米，这显然超过了当前四棱锥传感器能够闭环探测与校正的范围．空间望远镜不受大

气湍流扰动影响，对共相检测与共相校正实时性要求低，因此尝试将四棱锥传感器用于空间光干涉望远镜中

的平移误差检测与校正，充分发挥该传感器光能利用率高、灵敏度高、测量效率高的优势（可以对几十、几百

个子镜同时测量）．

２　基于四棱锥传感器的相位平移误差测量原理

由图３四棱锥传感器平移误差探测响应曲线可知，当相位平移误差在－λ／２＜δ＜λ／２范围内时，四棱锥

传感器探测到的斜率信号经过复原计算后可得到相位平移误差粗略值，且该测量值与其真实值存在误差，但
３－２００８２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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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正确反应相位平移误差是否是半波长的整数倍．基于相位平移误差δ的复原值，可以对其进行闭环校

正，最终将相位平移误差δ校正到λ１／２的整数倍，即

δ＋２Ｐ（λ１）＝ｎ１λ１／２，ｎ１∈Ｚ （３）

式中，Ｐ（λ１）表示某一子镜的平移校正量（平移误差为平移量的两倍）．然后依次在波长λ２ 和λ３ 条件下，先后

执行闭环探测与校正过程，可以得到

δ＋２Ｐ（λ１）＋２Ｐ（λ２）＝ｎ２λ２／２，ｎ２∈Ｚ （４）

δ＋２Ｐ（λ１）＋２Ｐ（λ２）＋２Ｐ（λ３）＝ｎ３λ３／２，ｎ３∈Ｚ （５）

考虑到实际系统中子镜平移产生的平移量控制误差以及四棱锥传感器中存在的噪声等因素对闭环探测

与校正的影响，对式（３）～（５）进行修正，即

δ＋２Ｐ（λ１）＝（ｎ１＋σ１）λ１／２

δ＋２Ｐ（λ１）＋２Ｐ（λ２）＝（ｎ２＋σ２）λ２／２

δ＋２Ｐ（λ１）＋２Ｐ（λ２）＋２Ｐ（λ３）＝（ｎ３＋σ３）λ３／２

σｉ ＜ε，ｉ＝１，２，３
ｎｉ∈Ｚ，ｉ＝１，２，３

烅

烄

烆

（６）

式中，ε为误差控制参数，表示系统中子镜平移产生的平移控制误差以及四棱锥传感器中存在的噪声等误差

对闭环探测与校正的影响．在式（６）中，λｉ、ε（ε一般设为０．０１，即误差控制在百分之一波长范围内）、Ｐ（λｉ）为

已知量，因此可以用遍历法求得ｎ１，最终得到相位平移误差δ的真实值．Ｐ（λｉ）的范围与精度取决于子镜平

移使用的驱动器的行程与控制精度，当前可制造出毫米级行程、亚纳米级精度的驱动器．

３　仿真验证

３．１　仿真参数

考虑两子镜组成的稀疏孔径望远镜系统．四棱锥塔尖处等效的Ｆ数约为４４．ＣＣＤ靶面大小为２５６ｐｉｘｅｌ×
２５６ｐｉｘｅｌ，像元大小为４μｍ×４μｍ，像元深度为１４位，仿真中控制每帧图像最大灰度值约为１３　０００，光瞳像

中添加均值为５００、方差为１００的白噪声．探测时采用三种波长，分别为６１０ｎｍ、６７０ｎｍ和７３０ｎｍ．设定两子

镜的相位平移误差变化范围为－５００～５００μｍ．
３．２　响应矩阵测量

利用衍射理论计算得到平移误差响应矩阵Ｃ．首先，设定任意一个子镜 Ｍ 的相位平移误差为四分之一

波长（也可以为其他数值），另一个子镜Ｏ的相位平移误差为０，然后模拟产生系统的远场光瞳像，计算子镜

Ｍ的波前斜率信息ＳＭ＝［ＳＭｘ；ＳＭｙ］（ＳＭｘ、ＳＭｙ分别为ｘ方向和ｙ方向的波前斜率），提取子镜Ｏ的波前斜率

信息ＳＯ＝［ＳＯｘ；ＳＯｙ］，则四棱锥传感器的响应矩阵Ｃ＝４
ＳＯ
ＳＭ
［ ］，复原矩阵为Ｃ＋．

３．３　单波长时的闭环探测与校正过程

在单波长λ１＝６１０ｎｍ条件下的闭环探测与校正过程为：

步骤１：从四棱锥传感器采集的光瞳像中分别提取子镜Ｏ和子镜 Ｍ的波前斜率向量ＳＯ 和ＳＭ．

步骤２：复原计算得到子镜 Ｍ和子镜Ｏ之间的相位平移误差ｚ＝Ｃ＋ ＳＯ
ＳＭ
［ ］．

步骤３：计算子镜 Ｍ的平移量Ｑ＝－ｚ／２．
步骤４：驱动子镜 Ｍ产生平移量Ｔ（ｉ）＝αＱ，α为比例控制系数（取０．８），ｉ为子镜 Ｍ 平移的次数（当第

一次执行步骤４时，ｉ＝１，当执行步骤５时，会重复执行步骤４，此时ｉ相应变化）．
步骤５：重复执行步骤１～４，直到步骤２中计算得到的相位平移误差小于预设误差（此时两子镜间的相

位平移误差近似为半波长的整数倍）．
在上述步骤中，步骤４共执行的次数为Ｎ，则子镜 Ｍ的平移量ｐ（λ１）＝∑Ｎ

ｉ＝１Ｔ（ｉ）．
由步骤２可知，相位平移误差复原结果取决于两子镜的光瞳像数据，而光瞳像数据与子镜的间距无关，

即相位平移误差的探测不受子镜间距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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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多波长时的闭环探测与校正过程

在单波长λ１ 条件下执行了闭环探测与校正过程后，绝对相位平移误差近似为半波长的整数倍，子镜 Ｍ
的平移量为ｐ（λ１）．为了消除相位平移误差中的２π模糊，依次在λ２＝６７０ｎｍ和λ３＝７３０ｎｍ条件下分别执

行３．３节中的步骤１～５，得到ｐ（λ２）和ｐ（λ３）．
此时在式（６）中，已知量为λ１、λ２、λ３、ｐ（λ１）、ｐ（λ２）、ｐ（λ３），设定容许的误差ε＝０．０１，依次设定ｎ１＝０，

±１，±２，…，然后从式（６）中的第一个等式中求解得到绝对的相位平移误差δ，分别代入式（６）中的第二个和

第三个等式，求解得到σ２ 和σ３．若σ２ 和σ３ 满足 σｉ ＜０．０１，ｉ＝２，３，则设定的ｎ１ 正确，即此时求解得到的绝

对的相位平移误差δ正确，否则，重新设定ｎ１，直至其正确．得到两子镜的相位平移误差后，即可对其进行补

偿校正，最终将相位平移误差控制在设定的误差范围．
３．５　仿真结果

图４给出了依次采用波长λ１＝６１０ｎｍ、λ２＝６７０ｎｍ和λ３＝７３０ｎｍ时，相位平移误差（包含２π模糊）随

校正次数变化情况．图４中横轴为校正迭代次数，每个波长条件下校正次数均为２０；纵轴为包含２π模糊时的

相位平移误差值．在每个波长条件下，利用四棱锥传感器对包含２π模糊的相位平移误差进行测量，进而进行

闭环校正，经过２０次的测量与闭环校正后将相位平移误差校正到所用半波长的整数倍（对应图４中纵轴的

值为０或１）．图５给出了依次采用波长λ１＝６１０ｎｍ、λ２＝６７０ｎｍ和λ３＝７３０ｎｍ时，绝对相位平移误差随校

正次数变化情况．进一步说明了在每个波长条件下，利用四棱锥传感器对包含２π模糊的相位平移误差进行

测量与闭环校正后，相位平移误差被校正到所用半波长的整数倍．

图４　相位平移误差（包含２π模糊）随校正次数变化情况

Ｆｉｇ．４　Ｔｈｅ　ｐｉｓｔｏｎ　ｅｒｒｏｒ（ｗｉｔｈ　２πａｍｂｉｇｕｉｔｙ）ｃｈａｎｇｅｓ　ｗｉｔｈ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图５　绝对相位平移误差随校正次数变化情况

Ｆｉｇ．５　Ｔｈｅ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ｐｉｓｔｏｎ　ｅｒｒｏｒ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ｗｉｔｈ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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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中，子镜 Ｍ的平移量ｐ（λ１）＝－４４．５ｎｍ、ｐ（λ２）＝－１６０ｎｍ、ｐ（λ３）＝９０ｎｍ，在式（６）中求解得到

绝对相位平移误差为５１．３２９μｍ，最终的测量误差小于１ｎｍ．
为了进一步检测所提方法的准确性与重复性，在不同大小平移误差条件下进行了仿真测试．随机产生－

５００～５００μｍ范围内的相位平移误差，用该方法对平移误差进行检测与闭环校正．相位平移误差的真实值及

其测量误差值分别如图６（ａ）、（ｂ）所示．图６的结果说明了当相位平移误差绝对值小于５００μｍ时，其测量误

差均小于１ｎｍ，验证了该方法的准确性，同时也说明该方法具有很高的精度以及很好的重复性．

图６　１００次随机测试得到的相位平移误差

Ｆｉｇ．６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ｐｉｓｔｏｎ　ｅｒｒｏｒ　ｉｎ　１００ｔｒｉａｌｓ　ｏｆ　ｒａｎｄｏｍ　ｔｅｓｔ

得到两子镜的相位平移误差后，即可对其进行补偿校正，但通常一次校正不能将其校正到零位．若补偿

校正后的相位平移误差仍不满足设定要求，可以多次执行探测与闭环校正过程，最终可将相位平移误差控制

在纳米级．
对于多子镜构成的光干涉望远镜，可以设定视场中心的子镜为参考镜，采用共相检测与控制方法，同时

并行地对其他子镜与参考子镜间的相位平移误差进行探测与闭环校正．

４　结论

提出了一种基于四棱锥传感器的空间光干涉望远镜共相检测与闭环控制方法，并在有探测噪声的条件

下对该方法进行了仿真验证．仿真结果表明该方法可以在－５００～５００μｍ范围内对相位平移误差进行准确

检测，具有纳米级的检测精度与良好的重复性．该方法工作稳定、适应性强，且实现简单，非常适用于空间光

干涉望远镜．对于有许多个子镜组成的光干涉望远镜，该方法使用一个四棱锥传感器即可对所有子镜间的相

位平移误差进行检测与闭环校正，且该检测与闭环校正过程可以并行处理，降低了共相检测硬件复杂度，提

高了共相检测与校正的效率．未来将开展该方法的实验验证与实用化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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