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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三光斑的激光束离焦量实时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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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激光技术的不断发展 ! 激光应用在光通

信 "工业制造"医疗及军事领域的扩大和深入!激光

参数的计量需求在原有的激光功率 " 激光能量 "激

光波长基础上!扩展至用于表述激光光束质量的空

域参数 1./23

#引起光束质量下降的原因不仅有大气湍

流"光学零件表面面形误差!同时还存在温度和应力

变形等 1.,3

$在强激光系统中!低阶像差占总像差的主

要成分!其中低阶像差中主要以离焦%像散为主$ 因

此只要定量检测到离焦"像散并将其校正!则可大大

提高光束质量$

目前常用的检测方法有基于哈特曼传感器的像

差探测"曲率传感器和光栅剪切干涉传感器等 1../.03

$

哈特曼传感器于
.2,,

年由哈特曼首次提出!它的像

差探测系统探测像差精确!可将像差按
45%)$65

多项

式进行分解!清晰地定量辨别各种像差!同时也存在

体积大"调试复杂等缺点$ 曲率传感器于
.2!7

年由

89 :;<<$5%

提出! 它通过测量离焦面上的光强分布

求得波前的曲率和相位分布! 这种方法节省了计算

时间!加快了反馈速度!但其缺点是对光能的利用效

率低 1.=3

$ 光栅剪切干涉传感器最早由
>9 :;)(?$

于

@2AB

提出!利用光栅衍射效应产生的波前横向剪切

干涉来测量波前相位信息!但其光能利用率低!结构

繁琐 1@B3

$

文中提出的基于三光斑进行离焦探测的方法结

构简单!虽无法精确探测像差的种类!但是可有效地

从宏观上探测到光束总的发散会聚度! 并依据此发

散会聚度进行闭环校正!达到提升光束质量的目的$

"

理论模型

以离焦像差为主! 高阶像差很小的基模高斯光

束作为光束模型如图
@

所示
C

沿
!

轴方向转播的基模

高斯光束的场!均可表示为如下一般形式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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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为常数因子 '

#

为激光束波长 '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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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高斯光束的共焦参数'

"

+

为基模高斯光束

的腰斑半径'

(D!G

为与传播轴线相交于
!

点的高斯光

束等相位面的曲率半径'

+D!G

为与传播轴线相交于
!

点的高斯光束等相位面上的光斑半径&

"D!GF"

+

@H

!

)

! "

I

%

DIG

平行光经透镜聚焦后! 在焦点处变换为具有高

斯特性的光束 !光束发散角为
&

!束腰为
"

+

!利用多

光斑成像系统! 获得焦点附近
!

方向等距离
,

的三

个光斑! 坐标分别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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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 束腰半径分别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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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 其中第二个光斑位于第一和第三个光斑中

间! 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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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

K

间的距离根据多光斑成像系统固定!

不随入射光束的发散或会聚而改变$ 由此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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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推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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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知
!

方向的相邻光斑间距
,

!只需测出光斑半

径
"

@

以及
"

K

后 ! 可以计算出第二个光斑在轴向
!

方向上距离束腰的距离
!

I

!文中称为离焦量
!

I

!调节

整形光路!得到理想的光斑结果$

图
@

基模高斯光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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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验

!"#

实验装置

按照理论模型建立如图
1

所示的实验光路 !其

中扩束凸球面镜和准直凹球面镜置于离焦位置 !并

小角度放置!此球面镜镜架底部安装有电动平移台!

可前后移动! 以调整扩束后的发散会聚度"

23/43

光经过由扩束凸球面镜和准直凹球面镜组成的扩束

整形系统后变为口径较大的光束! 然后经由凸透镜

聚焦后以入射角
.-!

入射到三光斑分光镜上! 该分

光镜厚度为
!5- 66

!两面皆镀有反射率为
789

的反

射膜!此时!因光束在分光镜内的多次反射和透射 !

可在
::;

探测器上测量到一排光斑 ! 其强度分别

为#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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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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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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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A 8!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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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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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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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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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A C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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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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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

C

<!

$

=A>789?

1

=789?

C

<+B++A 0-7!

经过分光镜透射的光辐照在
::;

探测器上 !

::;

探测器的靶面尺寸为
!B! 66"8B8 66

!取前三

个光斑!其中
::;

探测器靶面第二个光斑到透镜的

光程为透镜的焦距! 将采集到的图像经计算机进行

处理%

引起强激光的发散会聚度变化的因素很多 !文

中以
23>43

光通过离焦放置的扩束凸球面镜和准

直凹球面镜来产生一定量的发散会聚度! 可以很大

程度上代表强激光的情况"

!"!

实验数据及分析

利用三光斑系统获得高斯光束束腰附近的三个

光斑! 并设定其位置分别为
#

A

&

#

1

&

#

0

!

#

相邻方向的

光斑间距
$

为
!B8C 66

!光斑的半径分别为
!

A

&

!

1

&

!

0

!靶面上光斑之间距离约为
1B78 66

'在激光器工

作过程中!计算机采集到图像信号!对于得到的三光

斑的每一帧图像!实时监测三光斑的光斑半径
!

A

&

!

1

&

!

0

的值!进而计算出真实的光束离焦量
#

1

的值"

已知
#

1

是第二个光斑在
#

方向距离束腰位置的

距离!针对具体的整形光路!根据在不同时刻的离焦

量
#

1

=%?

实时计算出该方向调焦量并据此确定整形镜

片间距的调整量" 通过计算机控制电动平移台动态

微调各镜片的位置! 实时地实现该方向上的离焦补

偿!提高光束质量!获得理想的远场光斑" 当光束发

散角为负! 则需要减小扩束凸球面镜和准直凹球面

镜之间的距离'当光束发散角为正!则需要增加扩束

凸球面镜和准直凹球面镜之间的距离! 由此即可实

现闭环校正"

未经校正时! 由三光斑系统输出的光斑如图
0

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三个光斑的大小不一!且光

斑半径依次减小! 很明显第二个光斑不在光束的束

腰位置!可以判断此时的光束发散角为正!需要通过

调节整形系统进行校正" 根据计算得到需要调整的

离焦量为
=CB7#+B1? 66

!控制电动平移台!扩大扩束

凸球面镜和凹球面镜之间的距离!进行离焦补偿!得

到光束校正后的三光斑如图
C

所示"

图
0

光束校正前三光斑图

E$F50 GH%33 IJKLI M3NK%3 M3'6 (K%%3(L$K)

图
C

光束校正后三光斑图

E$F#C GH%33 IJKLI 'NL3% M3'6 (K%%3(L$K)

从图
C

中可以看出! 第二个光斑的尺寸明显小

图
1

三光斑分光系统实验光路图

E$F#1 OPJ3%$63)L'& I3LQJ NK% M3'6 IJ&$LL$)F IRIL36

M'I3S K) LH%33 IJKL I$T3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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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第一个和第三个光斑! 且第一个和第三个光斑的

尺寸非常接近! 此时第二个光斑位于光束的束腰位

置!且校正后的光斑离焦量为
1+23!+245 66

!近乎于

零"

图
-

是光束校正前后的离焦量对比图! 从图中

可以发现光束离焦量从
7028!+29: 66

整形校正后到

离焦量为
1+2;!+2.: 66

! 光束离焦量校正的效果很

好!此时获得的光斑图像可以忽略离焦量的影响"

图
-

光束校正前后离焦量对比图

<$=2- >?@A(BC$)= '6AB)D (A6E'%$CA) F?@A%? ')G '@D?%

F?'6 (A%%?(D$A)

!"#

分析与讨论

通过三光斑系统实时检测光斑半径! 可以得到

未校正的三光斑半径值! 并经由精确计算后得出光

束的离焦量为
7028!+295 66

!据此进行动态调焦补

偿!通过调节整形光路进行光束离焦补偿!得到校正

后的三光斑图 ! 并计算出此时的光束的离焦量为

7+23!+245 66

" 根据光束校正前后离焦量的对比图!

可以发现光束通过动态调焦后离焦量的校正结果很

好!达到预期目标"

#

结 论

文中提出了激光束三光斑离焦量实时检测的方

法!根据基模高斯光束建立理论模型!并得出三光斑

模型中光束离焦量与光斑尺寸之间的关系" 通过实

时检测三光斑各自的半径! 精确计算出光束的离焦

量!为动态调焦补偿提供可靠的依据"在实验中根据

计算出的离焦量进行闭环校正得到良好的光斑图 !

验证了该方法的正确性与可行性! 从而保证激光光

束在目标上的良好聚焦和辐照效果! 提供了一种实

时检测强激光热畸变离焦量的方法! 该方法同样适

用于非稳腔激光器"

参考文献#

H4I JK L'$G'M N')= O$'AE$)=2 PA6? 'CE?(DC A@ &'C?% F?'6

QB'&$DR HSI# !"#$%$&' (") *(+&$ ,"-."&&$."-M T,,UM ;V

1.:W 0U/-.2 1$) XY$)?C?:

吕百达
M

康小平
2

对激光光束质量一些问题的认识
HSI2

红

外与激光工程
M T,,UM ;V1.:W 0U/-.2

HTI ZBA [BY'$M XY?) \$)=M PY$ NB$M ?D '&2 P$6B&'D$A)C ')G

?]E?%$6?)DC A) AED$('& $))?% /(Y'))?& DY?%6'&

G?@A%6'D$A) @A% Y$=Y /EA"?% &'C?% CRCD?6 HSI2 /"0$1$&)

(") *(+&$ ,"-."&&$."- M T+.;M 0T 1..:W T8T-/T8;+2 1 $)

XY$)?C?:

郭汝海
M

陈宁
M

时魁
M

等
2

高功率激光系统中内光路热变形

的仿真及实验研究
HSI2

红外与激光工程
M T+.;M 0T 1..:W

T8T-/T8;+2

H;I ZBA S$')^?)=M J$B _$?=?)M `')= aY?)YB'M ?D '&2

b?DYAG @A% &A"?% A%G?% 'F?%%'D$A) (A%%?(D$A) F'C?G A)

F?'6 CY'E$)= HSI2 2.-3 456&$ *1+&$ 1") 41$7.89&

:&1;+M 9+49M 907!:W 4U8U/4!++2 7$) XY$)?C?:

郭建增
M

刘铁根
M

王振华
M

等
2

基于整形光路的低阶像差校

正方法
HSI2

强激光与粒子束
M 9+49M 907!:W 4U8U/4!++2

H0I aY'A c'$D'AM `')= aY?)YB'M `?$ XY?)=EBM ?D '&2

>?D?(D$A) A@ G?@A(BC &?)=DY F'C?G A) AED$('& 6AGB&'DA%

HSI2 2.-3 456&$ *1+&$ 1") 41$7.<9& :&1;+ M 9+4+M 99

7!:W 4!;8/4!092 7$) XY$)?C?:

赵海涛
M

王振华
M

韦承甫
M

等
2

基于光学调制的离焦探测技

术
HSI2

强激光与粒子束
M 9+4+M 997!:W 4!;8/4!092

H-I aY')= aYA)=E$)=M aY')= c'$@?)=M >?)= cB'%A)=M ?D '&2

d]E?%$6?)D A@ &'C?% %')=$)= DA CE'(? G?F%$C FR BC$)=

D"A %?(?$K$)= D?&?C(AE?C HSI2 ="0$%$&) %") *%+&$

,"-."&&$."-M 9+4VM 0-74:W +4+9++92 7$) XY$)?C?:

张忠萍
M

张海峰
M

邓华荣
M

等
2

双望远镜的空间碎片激光测

距试验研究
HS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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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9+4VM 0-74:W +4+9++92

HVI Z'A >BA%B$M J$ _$')&B)M PB) eB?M ?D '&2 J'D?CD

G?K?&AE6?)DC ')G D%?)GC A@ CE'(? &'C?% (A66B)$('D$A)

HSI2 >3."&+& ?@7.<+M 9+4!M 447V:W 8+4/84;2 7$) XY$)?C?:

高铎瑞
M

李天伦
M

孙悦
M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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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激光通信最新进展与发展

趋势
HSI2

中国光学
M 9+4!M 447V:W 8+4/84;2

HUI `?) e'M `B XYB)D$)=M eB') a?%B$M ?D '&2 [?C?'%(Y

E%A=%?CC A@ @'% /$)@%'%?G CA&$G /CD'D? &'C?%C HSI2 >3."&+&

?@7.<+M 9+4!M 447V:W !!8/8++2 7$) XY$)?C?:

温雅
M

吴春婷
M

袁泽锐
M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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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红外固体激光器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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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A?/ B< ,$)C'D/ <C '&.

E<F<&DGH<)C DI J"<GC JD?%(< K'J<L D) L?'& I$&C<%$)>+,-.

!"#$%& '() *+,%-&-.( /(0-(,,+-(0/ 012!/ 04321M6 0NOO8

0N40. P$) :;$)<J<M

陈明惠
/

贾文宇
/

何锦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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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滤波扫频光源的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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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Q')> ,?R$)>/ @')> E'AD)>/ ED)> E<)>I<)>/ <C '&.

S'J<% H<'J?%<H<)C K'J<L <F'&?'C$D) ID% D%C;D>D)'&

C%')JID%H'C$D) ('&$K%'C$D) DI %DKDC GDJ< +,-. 1"#-%& '()

2+,%-&-.( /(0-(,,+-(0 / 09T! / 04 3! M 6 27!O8277N . 3 $)

:;$)<J<M

杨聚庆
/

王大勇
/

董登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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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测量标定机器人坐标系

位姿变换的正交化解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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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2!/ 043!M6

27!O8277N.

+29- U;D? V<)W;D)>/ Q') ,$X$')>/ Q? Y$)/ <C '&. ZL'GC$F<

[GC$(J +=-. \<$]$)>6 ^'C$D)'& E<I<)J< _)L?JC%A `%<JJ/

27746 28O. P$) :;$)<J<M

周仁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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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吉祥
/

俞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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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a'$ V/ @$&JD) b/ c$&)%DCC<% c. ZGG&$('C$D) DI

><)<C$( ')L >%'L$<)C L<J(<)C '&>D%$C;HJ CD "'F< 8I%D)C

(DHG<)J'C$D) ID% C;< L<<G 8JG'(< DGC$('&

(DHH?)$('C$D)J %<(<$F<% +V-. d;< _)C<%G&')<C'%A

^<C"D%a `%D>%<JJ V<GD%C e08242/ 099O.

+20- Y$ f ,/ ,$')> U f/ Y? Y ,/ <C '&. B$>; 8L$II%'(C$F< 8

<II$($<)(A L<ID(?J >%'C$)> ID% "'F<I%D)C (?%F'C?%<

J<)J$)> +,-. 3.4+('5 .6 #7, 8"#-%'5 9.%-,#: .6 ;<=+-%'

;/ 099g/ 0ePTTM6 Neee8Nee!.

+TN- B'%LA , @/ S<I<KF%< , h/ bD&$DGD?&DJ : S. V<'& 8C$H<

'CHDJG;<%$( (DHG<)J'C$D) +,-. 3.4+('5 .6 #7, 8"#-%'5

9.%-,#: .6 ;<,+-%'/ T7gg/ 4gPNM6 N498N47.

+Te- VDLL$<% f. :?%F'C?%< J<)J$)> ')L (DHG<)J'C$D)6 ' )<"

(D)(<GC $) 'L'GC$F< DGC$(J+,-. ;""5-,) 8"#-%&/ T7!!/ 0g6

T00N8T00O.

+TO- U;D? \$)>a?)/ i'D Q$W;$/ :;<) d$%D)>/ <C '&. `%$)($G&<

DI S'J<%+=-. 4C; <L. \<$]$)>6 ^'C$D)'& E<I<)J< _)L?JC%A

`%<JJ/ 09T96 g98g0. P $) :;$)<J<M

周炳琨
/

高以智
/

陈倜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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