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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空间相机用于对空间暗弱目标的探测与监视，视场外杂散光的进入会降低像面对比度，严重时甚至会导致相机无

法工作。大视场光学系统对杂散光尤为敏感。针对此问题，本文以一大视场空间相机为例，分析其杂散光的来源，通过

研究杂光传输机理并总结抑制措施。为满足其轻小型的指标要求，在尺寸限制下分别设计挡光环垂直光轴和倾斜的遮

光罩及光阑等消杂光结构。ＴｒａｃｅＰｒｏ软件仿真结果显示：倾斜挡光环遮光罩的效果更好，该结构在杂光抑制角外的的点
源透过率（ＰＳＴ）均达到１０－７量级，系统至少可以满足６５星等目标的探测，验证本文消杂光结构方案的有效性，为后续
的系统优化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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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随着空间光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各类航天器
的发射数量日益增加，与此同时失效的航天器、人

造卫星以及脱落的空间碎片也与日俱增，因此也

加大了对空间安全的要求［１］。为了保证航天器

的正常运行与工作，且便于持续开发利用空间资

源，对此类空间目标的探测与监视技术的研究也

就愈发重要［２］。高重访、高效能、长弧段是空间

目标天基监视系统的重要特点，而大视场又是实

现长弧段的主要手段［３］，因此探测视场的大小直

接影响着系统的监视效能。而且要实现对大天区

目标的快速搜索，大视场光学系统是十分必要的，

大视场、小型化空间载荷也是如今天基空间目标

探测系统的发展趋势［４］。

采用空间相机探测上述空间目标时，属于暗

弱目标探测系统，对杂散光十分敏感。对于大视

场光学系统而言，杂散光的影响则尤其严重。一

旦杂光到达像面，会在探测器表面形成杂散辐射

噪声，轻则降低像面对比度，降低信噪比，严重时

会令目标完全淹没，致使相机无法正常工作［５］。

因此，对杂散光的有效抑制是保证大视场空间相

机探测性能的关键技术之一。

本文所研究的空间可见光相机不仅具有超大

的视场，而且由于工程限制，其对遮光罩尺寸具有

一定的要求，导致杂光的抑制工作具有相当大的

难度。为满足其轻小型、轻量化的要求，本文对其

展开杂散光的分析，结合具体指标分析杂散光来

源，总结杂光抑制手段，并完成遮光罩、挡光环以

及光阑等消杂光结构的设计，并使用 ＴｒａｃｅＰｒｏ软
件进行光线追迹仿真，利用点源透过率（ＰＳＴ）作
为评价杂光抑制水平的指标。仿真结果表明本文

的消杂光设计具有很好的效果，可以兼顾杂散光

抑制。

２　光学系统基本参数

　　本文研究的大视场空间探测相机光学系统的
主要指标如下：（１）入瞳直径６０ｍｍ；（２）视场为
３０°×６０°超大视场；（３）工作波段为 ５４５～
５７５ｎｍ；（４）焦距为１８５ｍｍ。

为满足大视场、大相对孔径、轻小型的要求，

该相机选用结构紧凑的同心物镜系统。如图１所
示，该系统的所有光学面都严格共心，入瞳位于球

心位置，不存在轴外像差，整个系统仅需要矫正初

高级球差和色差，便能在大相对孔径、大视场下实

现较高的成像质量。然而在如此大视场下要满足

其对空间目标的探测能力［６］，杂散光的分析和抑

制则是首要解决的难题。

图１　大视场同心光学系统布局图

Ｆｉｇ．１　Ｌａｙｏｕｔｏｆ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ｉｃｏｐｔ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ｗｉｔｈｌａｒｇｅ

ｆｉｅｌｄｏｆｖｉｅｗ

３　杂散光的分析和抑制

３．１　杂散光来源
杂散光主要分为以下３种：（１）外部杂散光，

对空间相机而言为视场外环境中太阳光、地气光、

月光等强辐射源所发出的辐射能量。（２）内部杂
散光，主要是控制电机、温控热源、温度较高的光

学元件等产生的热辐射。（３）成像杂散光，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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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光是成像光线的非正常路径传播导致的，如其

在光学元件表面发生的残余反射、散射及衍射，其

中偶数次反射在探测器形成的光斑即为鬼像。在

以上３种杂光中，内部杂散光主要在红外光学系
统中存在，成像杂散光也仅存在于特定的一些系

统中，只有第一类外部杂散光能够普遍影响所有

的光学系统。本文中的空间相机应用于可见光波

段，因而仅对其进行外部杂散光的分析。相比之

下太阳光的强度要远高于其他杂光光源的强度，

所以只考虑太阳光为杂散光的主要来源。

３．２　表面能量传输模型分析
图２为杂散光辐射能量传递理论模型图，杂

散光在光学系统的不同表面之间的传递过程都满

足辐射能量传递公式：

ｄｃ＝ＢＲＤＦ（θｉ，ψｉ，θ０，ψ０）·ｄｓ·ＧＣＦ，

（１）
式中：ＢＲＤＦ（θｉ，ψｉ，θ０，ψ０）是辐射面元的双向反
射分布函数，用于表征材料的表面散射属性，其

中θｉ、ψｉ、θ０、ψ０分别表示入射及出射辐射的方位
角和俯仰角；ｄｓ是面元 ｄＡｓ出射的辐射通量；
ＧＣＦ为几何构成因子，包含面元对接收表面所张
的投影立体角，是一个仅与元件表面相关，由系统

结构所决定的参量。

图２　辐射能量传递理论模型
Ｆｉｇ．２　Ｍｏｄｅｌｏｆ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ｅｎｅｒｇｙ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ｔｈｅｏｒｙ

从以上辐射能量传递模型和公式可得出：要

抑制接收面 ｄＡｃ收到的杂散光通量，可从以下的
几个方面来实现：

（１）减小入射的杂光能量或减小上一级表面
所出射的杂光通量ｄｓ；

（２）研究机械表面处理的新方法，或寻找
ＢＲＤＦ值更小的涂层，及使用消光漆等；

（３）给系统加上挡光结构，如遮光罩、光阑
等，以减小几何构成因子ＧＣＦ。

在以上３种手段中，遮光罩和光阑的设计是
抑制杂散光到达探测器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

针对本文中空间相机的大视场探测以及轻小型、

轻量化的指标要求，提出以下的消杂光结构设计

方案。

３．３　挡光结构设计
３．３．１　遮光罩设计

遮光罩是抵挡外部杂光进入光学系统的首要

屏障，能在不改变光学系统的情况下，有效抵挡大

角度杂散光［７］。其设计原则为：应至少满足一次

杂光不能直接进入光学系统，同时不可遮挡视场

内光线［８］。遮光罩的形状通常分为两种：圆柱型

和锥型，而本文中光学系统的视场角较大，因此选

用锥型的遮光罩更有利于减小整体结构体积。图

３为一级遮光罩几何结构。

图３　典型遮光罩几何结构图
Ｆｉｇ．３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ｙｐｉｃａｌｂａｆｆｌｅ

图中，Ｄ０为光学系统通光口径，Ｄ１为遮光罩
外口径，ω是光学系统的视场角，θ是杂散光源的
抑制角，Ｌ为遮光罩的总长。光学系统口径、视场
角及杂光的抑制角决定了遮光罩的长度：

Ｌ＝
Ｄ０

ｔａｎθ－ｔａｎω
Ｄ１ ＝Ｄ０＋２Ｌｔａｎ

}
ω
． （２）

　　本文所分析的空间相机具有３０°×６０°的超
大非对称视场，Ｙ方向的视场大于Ｘ方向，因此遮
光罩需要分别设计。该相机的光学系统入瞳为圆

形，而视场近似为一个长方形。在３０°视场方位
处，成像光线并不会充满光学系统入口处的半球

形透镜的全部表面，换言之第一片透镜的部分边

缘在３０°视场处是不参与成像的，是多余的。若
通光口径与透镜直径一样，则不仅会增加 Ｘ方向
的杂光，还导致遮光罩体积增大。因此Ｄ０直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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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两视场方向光线通过的有效通光孔径，按公式

（２）计算可得遮光罩长度分别为 １２３４ｍｍ和
７０９ｍｍ。通常此类情况应选取较长的长度进行
遮光罩的设计以满足抑制要求，然而由于工程上

轻小型的要求以及整体体积的尺寸限制，使得该

系统遮光罩不能够长于１００ｍｍ。在满足６０°视场
杂光抑制要求的前提下最终选定遮光罩长度为

９５ｍｍ。长度的不足将通过其他设计途径进行补
偿，以保证遮光罩的杂光抑制性能。

考虑到该相机视场的特殊性，在消杂光设计

上存在一定难度，因而其杂散光抑制角的选取也

比常规的系统大许多，两视场杂光抑制角分别为

５０°和７０°，当太阳与光轴的夹角小于该角度，相
机会进行主动的规避，后期分析中也主要考虑规

避角以外的杂光抑制情况。遮光罩参数如表１所
示。

表１　最终遮光罩设计结果
Ｔａｂｌｅ１　Ｆｉｎ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ｂａｆｆｌｅ

ω／（°） Ｄ０／ｍｍ Ｄ１／ｍｍ Ｌ／ｍｍ

３０° １１４ ２０４．９ ９５
６０° １５４ ２６４．１ ９５

遮光罩的传统处理方法多是将其设计为二级

结构来保证杂光在遮光罩内至少满足二次反射，

以衰减最终进入光学系统的能量［９］。而本遮光

罩受尺寸限制仅为一节结构，因此需将内表面涂

上吸收率较高的涂层，并通过合理设计挡光环，来

实现杂光的多次反射和吸收，提高杂光的抑制能

力。

３．３．２　挡光环设计
挡光环内部结构主要有蜂窝式和刀口式。经

仿真对比分析，相较于蜂窝式结构，刀口式结构抑

制能力更强，对大角度的杂散光有很好的抑制效

果［１０］。且有研究指出，挡光环与遮光罩内壁存在

一定的倾斜角度时，比竖直的挡光环能更有效地

对杂光进行遮挡［１１］。基于本系统超大视场探测

对杂光抑制能力的严苛要求，因此本文中分别设

计了挡光环垂直光轴以及倾斜放置的两种结构的

遮光罩，并分析对比二者的抑制能力。

竖直放置的挡光环较为常见，需保证在遮光

罩出射端看不到任何被照明的表面，并且光线应

尽可能避免照射到刀口边缘部分［１２］，在 ＡＵＴＯ
ＣＡＤ中利用图 ４的作图法即可确定其位置［１３］。

首先画出遮光罩外轮廓 Ａ，确定遮光罩入口和出
口处挡光环高度分别为１０ｍｍ和２０ｍｍ，连接挡
光环１的底部和光学系统口径边缘 ａ，过连接线
Ｄ与虚线Ｂ的交点ｂ做一水平方向的垂线至遮光
罩壁Ａ，确定挡光环２的位置。由光线边缘 ｏ点
作与挡光环２边缘点 ｂ的连线，与外遮光罩相交
于ｃ。再连接点ａ与点ｃ交视场光线边缘于ｄ点，
由此画出挡光环３。以此类推，确定全部挡光环
的位置。

图４　竖直挡光环设计原理图
Ｆｉｇ．４　Ｄｅｓｉｇｎ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ｖａｎｅｓ

图５　倾斜挡光环设计原理图
Ｆｉｇ．５　Ｄｅｓｉｇｎ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ｌｅａｎｖａｎｅｓ

倾斜挡光环的设计原则是使挡光环的倾斜角

度依次增大，且始终保证其不小于杂光光线与遮

光罩内壁的夹角，即可避免一次散射光直接进入

到光学系统内［１４］。如图５所示，首先确定为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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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ｍｍ的梯度分布，杂散光线 ＮＭ由左侧入射，
β１，β２，…，βｎ为入射光线与遮光罩中心轴的夹角，
Ｎ是杂散光的入口点，ＮＭ１，ＮＭ２，…，ＮＭｎ为与中
心轴夹角分别为β１、β２，…，βｎ的入射杂光光线所
能到达的最边界处。为避免一次散射光的出现，

即可在Ｍ１，Ｍ２，…，Ｍｎ处设置挡光环，α１，α２，…，
αｎ即为挡光环与遮光罩内壁的夹角，此时满足αｉ
＝βｉ（ｉ＝１～ｎ－１，……αｎ＞β）。利用作图法分别
确定两视场的位置与角度，根据所得结果选用更

易加工的整数角度进行最后的建模。两种遮光罩

的最终实体结构如图６所示。

图６　遮光罩实体结构模型
Ｆｉｇ．６　Ｓｏｌｉｄｍｏｄｅｌｓｏｆｏｕｔｅｒｂａｆｆｌｅ

３．３．３　光阑设计
光阑也是透射式光学系统抑制杂光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一般来说，孔径光阑的位置越靠近像

面，杂光的抑制能力越好［１５］。但对于本文中的特

殊结构，设计时已将光阑置于同心物镜球心处，从

根本上抑制了整个系统的杂光水平，效果更好。

但这也使得孔径光阑后方都是“关键表面”，即能

将入射杂光直接反射到探测器的表面。探测器能

看到的“关键表面”越多越不利于杂光的抑制。

在初步仿真中发现，个别角度入射的杂光会在像

面产生较为集中的辐射带，图７（ａ）所示为４４°杂
光光线分布图，集中能量是由于像面上方亮点的

散射光所形成的。因此拟在最后一片透镜前加入

一个光阑防止亮点的形成，位置如图７（ｂ）所示，
由图７（ｂ）可明显看出到达像面的杂光有所减少。
这个光阑一方面能够遮挡个别角度入射的较为集

中的散射杂光，另一方面其离像面很近，能有效减

少探测器可见的“关键表面”。孔径光阑和消杂

光光阑配合使用，可以有效抑制一些由系统前部

分散射进入的杂光。同时需对“关键表面”进行

喷涂黑漆或增加表面粗糙度等工艺处理，保证其

吸收率在 ９０％以上，有利于减少像面杂光的照
度。

图７　消杂光光阑的设计
Ｆｉｇ．７　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ｓｔｒａｙｌｉｇｈｔ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ｏｐ

４　仿真分析

４．１　评价函数
点源透过率（ＰＳＴ）与视场外杂散光源的强度

无关，而只表征系统本身的抑制杂光的能力，适用

于对系统整体消杂光的分析，其值越小说明结构

的抑制能力越好，是空间光学系统杂散光分析常

用的评价函数［１６］。ＰＳＴ的定义如公式（３）所示：

ＰＳＴ（θ）＝
Ｅｄ（θ）
Ｅ０（θ）

， （３）

其中，Ｅｄ（θ）是离轴角为 θ的杂散光源发出的光
线经过光学系统在探测器上的辐照度，Ｅ０（θ）为
光源在光学系统入瞳处的辐照度。

星等为ｍ的恒星照度Ｈｍ为
［１７］：

Ｈｍ ＝２．５４×ｅｘｐ（－０．９２×ｍ）×１０
－６．（４）

　　设光学系统透过率为 τ，入瞳面积、像点面积
分别为 Ｓ０、Ｓ１，则在像面上接收到的 ｍ星等目标
的照度Ｈｃ即：

Ｈｃ＝Ｈｍ ×τ×Ｓ０／Ｓ１． （５）
　　杂散光源太阳在４２５～６６８ｎｍ波段内的光照
度总量是１３×１０５ｌｘ。本系统工作波段是５４５～
５７５ｎｍ，该波段内光照度占可见光照度总量的
０２８７，则太阳在可见光波段的平均照度Ｈ则为：
Ｈ＝１．３×１０５×０．２８７＝３．７３×１０４ｌｘ，

（６）
　　通过 ＰＳＴ定义可知像面接收到杂散光照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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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ｓ为：
Ｈｓ＝Ｈ×ＰＳＴ（θ）， （７）

　　根据探测器参数及信噪比不低于６的探测指
标，计算得出满足６等星目标探测时，像面杂光能
量不能超过探测目标能量的０１７，在规避角外实
现探测要求的系统ＰＳＴ应满足：

Ｈｓ＜Ｈｃ×０．１７， （８）

ＰＳＴ（θ）＜
Ｈｃ×０．１７
Ｈ ． （９）

４．２　建立模型
加装遮光罩及光阑等遮光结构，将整机光机

系统一起导入分析软件 ＴｒａｃｅＰｒｏ中，建立杂光分
析实体模型如图８所示。

图８　杂散光分析模型
Ｆｉｇ．８　Ｓｔｒａｙｌｉｇｈ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ｏｄｅｌ

模型建立后需进行光学元件材料以及光机结

构各表面参数设置，以准确描述与杂光相关的散

射表面特性［１８］。在 ＴｒａｃｅＰｒｏ软件中用 ＡＢｇ模型
来描述结构表面的双向散射分布函数（Ｂｉｄｉｒｅｃ
ｔｉｏｎａｌＳｃａｔｔｅｒｉｎｇ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ＢＳＤＦ）。
ＡＢｇ模型计算公式如下：

ＢＳＤＦ（｜β－β０｜）＝
Ａ

Ｂ＋｜β－β０｜
ｇ，（１０）

其中，β０、β分别为光线入射到材料表面，发生镜
面反射及散射的单位向量在平面上的投影。Ａ、
Ｂ、ｇ为模型所需拟合系数，利用软件自带的ＢＳＤＦ
Ｗｉｚａｒｄ进行计算即可得到。

本模型的光学元件均为透镜，其通光部分表

面透过率设置为９９％，Ａ＝０００１７５，Ｂ＝０１，ｇ＝
０［１９］；遮光罩内壁及挡光环采用吸收率较高的
Ｚ３０６涂层［２０］；其余不参与成像的光学元件表面

和机械结构表面均作涂黑处理，参数为软件默认

数值。

４．３　仿真分析与结果
在光学系统入口处设置一平行光出射的格点

光源，令光线充满整个遮光罩。追迹２００万条光
线，视场外光线阈值为１０－１２。分别对两个遮光罩
从两个方向由半视场角至９０°范围内每隔１°进行
一次追迹，观察像面杂光的照度情况，并绘制 ＰＳＴ
曲线，对比结果如图９所示。

图９　俯仰（３０°）与方位（６０°）方向的视场外 ＰＳＴ曲

线

Ｆｉｇ．９　ＰＳＴ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

由曲线结果可知像面无直接入射的一次杂

光，两个遮光罩的俯仰与方位 ＰＳＴ曲线在视场以
外都呈现很好的下降趋势。可以看出倾斜挡光环

的抑制能力总体来说还是优于竖直挡光环的，在

太阳规避角为５０°以及７０°时 ＰＳＴ都能达到１０－７

量级，并持续下降，说明系统能够有效抑制大角度

杂光。因此本文最后选用具有倾斜挡光环的遮光

罩结构并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将得到的抑制角处

的ＰＳＴ值由公式（４）～（９）进行反推，即可得到表
２中该结构在两视场角方向能达到的探测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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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表明系统整体至少可实现对６．５星等目标的
探测，能够满足探测要求。验证了遮光结构的有

效性。

表２　两视场方位可达到的探测星等
Ｔａｂ．２　Ｄｅｔｅｃ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ｔｗｏｆｉｅｌｄｓｏｆｖｉｅｗ

视场角ω
太阳规

避角θ

抑制角外

ＰＳＴ（θ）
可探测星等

３０° ５０° ２．３４×１０－７ ≥６．５
６０° ７０° ８．４３×１０－８ ≥７．５

５　结　论

　　本文以一大视场空间相机为对象，在遮光罩
长度有限的前提下进行消杂光结构的设计与杂散

光分析。讨论了杂散光的来源，并基于杂散辐射

传递理论，探究了杂散光的抑制原理。结合本相

机的特殊视场，为其分别设计了含有竖直和倾斜

挡光环的遮光罩，详细表述了设计原理步骤以及

光阑的设计。利用ＴｒａｃｅＰｒｏ软件对整体光机结构
进行仿真分析，并通过点源透过率对系统的杂光

抑制能力进行评价。结果表明具有倾斜挡光环的

遮光罩的杂光抑制能力优于竖直挡光环，其在太

阳规避角以外的杂光能够被很好的抑制。在两个

视场的ＰＳＴ均小于１０－７量级，并且可以至少满足
６５星等目标的探测要求。仿真结果验证了遮光
结构设计的有效性，也实现了大视场系统在短小

遮光罩情况下的的杂散光抑制，具有一定的借鉴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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