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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纤系统的全息近红外滤波器和信号分离器

二氧化硅单模光纤在 1
.

2一 1
.

6协m 有低损耗的窗 口
。

如果使不同波长的各种信号在 光 纤

中传输 (波长多路传输 )
,

系统的容量就是很大的
.

多路传输和信号分离能用几 种 方 法 实

现
。

本文中我们实际演示 了共形全息在这方面应用的潜力
。

在共形全息器件 中
,

条纹走向近似平行于基片
。

因此它具有多层 电介质堆的性质
,

但是

由于各层折射率变化小的特性
,

因而能有很多层
.

这意味着这个堆在某一窄的频带范围 内有

很高的反射率
。

反射频带的波长依赖于层间隔距 离
,

其带宽依赖于层数
:

层数越 多 带 宽 越

窄
。

共形全息器件以前是用在可见光区工作的重铬酸盐凝胶制成
.

我们现在制作的器件在近

红外波长范围内呈现高的透过率和低的散射 (见图l)
。

这些反射器在 1
.

2 ~ 1
.

6协m 范围能 有 很 高

的反射率 (见图2 )
。

’

有些早期的器 件 在几
-

1
.

3件m
.

时效率为 90 %
,

半 峰 值 点 的 全 宽 度

△几1 / 2 二为 15 n m
。

早期器件存在的一个问题 是

有旁瓣 (见图 2 )
,

部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

用
“

双反射
”

技术
,

例如
,

使反射光束以与第一次

反射成很小角度的方向再反射到全息 图上
.

这

使反射频带稍微移动一点
,

所以最后的反射是

两条曲线的结果
。

主峰很窄并且通过适当选择

移动量能使旁瓣大大减少 (见图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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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能用在几个方面
,

例如
,

用在基本滤波器堆中
,

如图 4所示
。

更有趣的可能性是制作可调谐滤波器
。

为此
,

使条纹 间跪从滤波器的一端到另一端连续

变化
。

通过空间位移就可实现调谐滤波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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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讯
.

A N / A S N 一 140 环形激光陀螺仪
J

环形激光陀螺仪装有三个激光陀螺仪
,

它们在空间彼此相差 g。
’ 。

这些陀螺和加速度计

分别给出了飞机俯仰
、

旋转
、

偏轴的精确加速率
,

和沿三个陀螺轴线方向每一方 向的线性加

速度
,

电子计算机完成导航
,

高度
、

速度所需要的全部计算
.

环形激光陀螺仪已由霍尼威耳

航空电子部研制成功
。

19 8 1年各研制阶段的已全部模型完成
, 19 8 2年开始系统 的飞行试验

,

1 9 8 3年仪器交付使用
.

该仪器已由N or th r
oP 公司用在F

一

20 虎鳖飞机上
。

汪 国马句 译 王悟敏 校

.

简 讯
,

有 效 焦 距 的 精 确 测 量

计算机控制 的仪器测量光学系统 的有效焦距 (以下简称E FL ) 的精确度为 0
.

01 %
。

这种

仪器还能确定焦平面的形状 以及测量焦平面上及其附近点的调制传递函数
。

诸如在监视卫星中所用的高性能透镜的E FL
。

会略为随角视场而变化
,

如果有折射元件

存在
,

还要随波长变化
。

对于小的旁轴角视场中
, E F L定义为比Y / 中

,

式 中Y是由光轴到旁

轴象点的距离
。

E FL随Y 的变化是透镜象畸变的尺度
。

必须精确测量这种残余象差
,

以便能在象处理和

分析过程中进行修正
。

纵然没有可探测的象差
,

精确地测量 E F无也是同样有价值的
。

起初
,

将具有空间滤波器的激光源 (精细的针孔) 和传输透镜放在透镜焦点的轴上 (见

图)
。

由此光源发出的锥形光束通过分束器照射在试验透镜的整个光孔上
。

利用返 回的激光

束
,

以不同波 长运转的代用激光束
,

或是利用滤波器选取一台激光 的不同分立谱线来实现波

长选择
.

点源系统
、

分束器
、

刀刃和探测器全都牢固地固定于三轴光具台上
。

光具 台 沿X 和Y坐

标垂直于光轴运动
, z 坐标平行于光轴运动

.

光束通过透镜后经平面镜反射向后沿反向第二次通过该透镜
。

因为它向后会聚于焦点
,

分束器将部分光束分向刀 刃和硅光 电探测器
.

刀刃平面和点源距离相等
。

因此
,

发散的光束

聚焦于刀刃平面内
,

如果点源位于透镜的焦点上
,

则光 电探测器的信号与未被刀刃 遮断的光

束部分成正比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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