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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一种新的瞄准
一

接收合一光学系统

于 志 文

随着激光技术的发展
,

国内外不少部门已在加紧研制便携式激光测距机 (以下简称便携

测距机 )
,

有的国家已把它装备到部队或正准备装备部队
。

由于它具有体积小
,

重量轻
,

便

于携带等一系列你点
,

不仅在荤事上
,

而且在民用上
,

其应用前景都是很可观的
。

在便携溯距机中采用的光学系统
,

通常包括发射
一

天线
,

接收天线
,

瞄准镜和显示光学系

统
。

为了进一步减小整机的体积和重量
,

提高和改善整机性能
,

往往采用光路合一的手段
,

如将瞄准和接收光路进行合一等
。

我所研制成功的第二代便携测距机 (代号G 121 A )
,

就是

采用了瞄准
一

接收合一光路
,

使整机性能比未采用合一光路 l琦第一代机 (代号 G 12 1 ) 有了 显

著提高
,

几项主要措标已达到
,

有的甚至超过国际上同类产品的水平
。

该机于 1舰4年1,1 月
‘

通

过部级鉴定
,

并已转产
。

” 卞面就在G l盯 A 中获得成功 立用的瞄准
一

接收合一光学的基本原理
,

性能和特点作简明

的介绍
。 ’

“ ”

一
、

基 本 原

来 自被测 目标的光线 (包括*
‘ 一

1
.

0 6 , m 的激光 )
.

依次经保护玻璃 (如下图所示)
、

:,
瞄准

二

含收共用物镜
,

转象凌镜组到达分 光 棱镜的

分光面上
。

其中几一 1
.

时协m 的激光被分光面反

射
,

经干涉滤光片
,

接收光阑
,

到达光 电接收

元件 (雪崩光 电二极管) 的光敏面上
,

产生厕

距所需的回波信号
; 可见光透过分光面

,

再经

分划板
,

目镜组
,

防护镜
,

在出瞳 处 进 入 人

眼
,

以观察 (或瞄准) 目标
。

该系统同时具有

接收性能和观察瞄准性能
。

瞄准
一

接收合一 光学系统示意 图

二
、

主 要 光 学 性 能

1
.

观察倍率

2
.

观察视场

3
.

物镜 口径

4
.

物镜相对孔径

f 一 7
。

2 义

2 0
一 5

.

8
亡

D o ~ 4 0

D /f
‘ 一 1 : 4

.

7

收稿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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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接收视场

6
.

分光方式

2份 一 lm r a d

4 5
”

反 1
.

0 6环m 透可见光

三
、

特 点

本系统是在参考国内外有关资料
,

吸取其合理部分
,

并加以改进和探讨而设计成的
,

因

而与国内外同类产品相比
,

有如下一些特点
:

1
.

国内外大多数同类产品 (如M T 一 1 8
,

L P一 7等) 在 45
“

分光上
,

采用的是透 1
.

06 协m 仅

可见光的方式
,

分光面也常常依附在转象棱镜的某个反射面上
。

本系统采用4 5
“

反 1
.

0 6林m 透

可见光的分光方式
,

而且 分光棱镜既可与转象棱镜胶合
,

又可独立使用
。

2
.

在M F一 18 等同类产品中
,

往往在接收光阑与雪崩光 电二极管之间加一匹配透镜系统
,

再把干涉滤光片置于匹配光路 中
。

本系统的接收物镜 (同时也是瞄准物镜)
,

相对孔径较小
,

采用的是锥形接收光路
,

即把干涉滤光片直接置于接收光阑前的锥形光路中
,

无需加匹配透

镜系统
,

这就使得光学结构乃至整机布局更加紧凑
。

3
.

波长 几一 1
.

0 6协m 的激光为不可见的
,

这给调三轴 (发射光轴
、

接收光轴
,

瞄准光轴三

者调平行 ) 带来一定的不便
。

在本系统中
,

由于设计 了装校时用的校 正片
,

可用可见光 (D

光) 来直接确定接收光阑的位置
。

4
.

目前国内外的同类产品中
,

大多都在瞄准光路中采取了对眼睛的防护措施
,

如加防护

镜
,

其目的就是把不可避免地进入人眼的激光能量衰减到眼睛的损伤闭值以下
,

使操作手按

操作规程进行安全测距
。

但它们多数都将防护镜片置于分划板之前
,

有的甚至粘贴到转象棱

镜上
。

在本系统 中
,

在保证一定的出瞳距离的前提下
,

把防护镜片放在 目镜 的 后 面
。

这 样

做
,

防护镜片既能起到对眼睛的防护作用而不影响观察测距
,

又充当了目镜的保护玻璃
。

由

于防护镜置后
,

对防护镜本身的材料要求和加工精度要求 (如气泡度
,

光学平行差等) 可适

当放宽
。

此外
,

对于那类基于镀膜原理的防护镜
,

将其置后对未来的可能的更换或许也有一

定的方便之处
。

本系统 方 案新颖
,

应用了国内最新技术成果 (如8 4年 1 1月和 12 月通过部级鉴定的45
“

反

1
.

06 协m 透可见的分光镀膜技术及低压雪崩光电二极管技术 )
,

材料器件立足 于 国内
,

并经

受 了实践的考验
。

在本方案原理探讨及实施过程中
,

卿荣 生
,

周九林等同志给予 了热情支持和帮助
,

在此

表示衷心感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