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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磁 盘 用 物 镜

发 明 详 细 说 明

本发明有关用于光磁盘上记录再生的大数值孔径 (N A ) 的物镜
。

光磁盘用物镜 已有特公昭5 2 一
4 4 2 0 9和特开昭5 4

一
1 2 7 3 3 9所提出的方案

。

但是
,

这些物镜存在数值孔径小 (。
.

35 左右)
,

透明度不充分
,

而且这些物镜作用距离

短
,

并随N A 的增大而愈益变短
,

自动聚焦等的控制困难
。

本发明的目的在提供N A大 (0
.

8、。
.

幻
、

作用距离长 (1、 1
.

sm m )
、

能充分控制
、

而且

小型轻量的光磁盘用聚焦物镜
。

采用这样的物镜
,

可在录相磁盘
、

数字自动磁盘等光磁盘上

高密度地进行记录和再生
。

下面
,

说明本发明
。

本发明的光磁盘用物镜由两组构成
。

第 1组由两块透镜构成
,

装配在物体一侧
,
第 2 组

由四块透镜组成
、

装配在成象一侧
。

在第 1 组的两块透镜中
,

其中一块是正凹凸透镜 , 另一块是负凹凸透镜
。

正凹凸透镜装

在物体一侧
,

负凹凸透镜的凹面向着物体一侧
,

即装在上述正凹凸透镜的成象一侧
。

在构成第 2 组的四块透镜中
,

其中两块是 以凸面接物的凸透镜
,

另外两块是正凸透镜
。

构成第 2 组的透镜
,

从物体一侧起
,

向成象一侧接凸透镜
,

正凹凸透镜
,

正凹凸透镜的顺序

装配
。

正凹凸透镜都是以其凸面向物体一侧装配
。

在这种聚焦透镜中
,

第 1 组的焦距为 f , ,

第 2 组的焦距为f : ,

整个系统的焦距为f
,

从物

体一侧起
,

第 5
、

第 6 和第10 个透镜面的曲率半径分别为
r 。 、 r 。

和 r , 。。

当物体一侧起第 3
、

第 4 块透镜对 8 2 0 0入波长的光的折射率分别为
n 3 、 n ‘

时
,

此物镜满足下列 4 个条件
:

( l ) 0
.

3 5< r . ,

/ r
。< 0

.

6 5 , (2 ) 0
.

6 5( r , 。
/ f< 2

.

0 ,

( 3 ) 0
.

8 6( n 3

/n
; ( 0

.

9 6 , (4 ) 0
.

0 5 ( f :
/

.

f ,
{< 0

.

1 5
,

f
;

< o
。

r 。为第 2 组中胶合透镜的胶合面的曲率半径
,

与第 3
、

第 4 块透镜胶合
,

构成凸透镜
。

条件 ( 1 ) 为良好保持正弦条件
。

超过上限时
,

则正弦条件补正不足 , 超过下限时
,

则

补正过多
。

条件 ( 2 ) 为良好保证球差的条件
。

超过上 限时
,

则球差补正不足 , 超过下限时
,

则补

正过多
。

条件

正过多
。

条件

( 3) 为 良好保证轴外象差的条件
。

超过上 限时
,

则补正不足 , 超过下 限时
,

则补

哈
( 4 ) 为保持较大作用距离的条件

。

超过上限时
,

则后组的负担变大
,

各象差的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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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也困准 , 超过下限后
,

则作用距离变小
,

自动聚焦等作用的控制困难
。

渝足上述条件后
,

如实际例子所示
,

可得NA 最大 (。
.

8、。
.

习
,

作用距离达l、1
.

sm m
,

尺寸为9、 l。小 长为 1 7 m m
,

重 lg 的物镜
。

第 1 图为第一个实际例子
。

图中符号L : , L : ,
L . , L . ,

L 。 , L 。
为透镜

,

符号。为保护

玻瑞
,

符号D 为光磁盘
,

符号 L ‘
为光轴

。

透镜L : 、 L :
构成第 1 组

,

透镜L : 、

L。
、 L .

和L 。
构 成

第 2 组
。

图的左侧为物体一侧
。

符号
。

r :、 r : :
为物镜各透镜的曲率半径 , r : : , r : ,

为保护玻璃G 正反两面的曲率半径 ,

d :
“d : 。

为物镜的透镜面间的距离 , 符号d : :
为保护玻瑞的正反两 面间距 , d : :

为透镜L 。的象

侧透镜面与保护玻璃 G 正面之间在光轴L ‘上的距离
。

这些里的具体数值如下
:

r i , 3
.

5 5 5 , d x = 0
.

2 36 , n z , 1
。

6 1 3 8 8 , v 一== 6 0
。

3

r : == 5
.

7 0 8 , d Z = 0
.

2 9 6 , r s = 一 1
。

6 1 0 , d : = 0
。

1 9 2 ,

n : == 1
.

7 8 7 3 8 , v Z == 2 5
.

4 , r 一 = 一 2
.

5 9 5 , d 一 = 0
.

5 9 4 ;

r . = 3
.

0 7 0 , d 。== 0
.

7 8 4 , n 3 , 1
.

6 1 5 9 7 , v : == 5 6
。

9 ,

r o = 一 1
。

3 9 9 , d 。 = 0
.

2 19 ,
‘

n 一 = 1
.

7 13 5 7 , v 一 == 2 8
。

3 ,

r , == 一 7
.

8 2 4 , d 7 = 0
。

0 3 1 ; r 。 = 1
.

7 9 9 , d 。 = 0
。

5 4 2 ,

n 。== 1
。

7 6 2 8 , v .
== 4 9

.

6 , r , = 7
。

4 6 6 , d , = 0
。

0 2 卜.

r 2 0 = 0
.

8 5 8 , d l o = 0
.

5 18 , n 。 = l
。

7 6 2 8 , v ‘= 4 9
.

6

r 一 i , 1
.

8 5 3 , d 一 l = 0
.

2 7 4 , r i , = OO , d i z = 0
。

2 7 , ,

n o = 1
.

5 1 , r l s = OO , f 一= 一 1 0
.

3 7 7 , f : = 1
。

0 ] 8 ,

t = 1
.

0 0 0 , N A = 0
.

8 5
。

n : 、 n 6
为各透镜L : 、L L

的折射率; n 。
为保护玻确的折射率

, 、 :
、

v .
为各透镜的阿贝数

。

第 2 图为第 2 个实例
。

L, : 、L,
。
为透镜

,

其他符号的意义同第 1 图
。

本实例的具 体 数

值如下
:

州

一争

r 一= 6
。

0 9 4 ,

r : , 1 3
。

5 3 5 ,

n : . 1
。

7 8 7 3 8 ,

r 。= 3
.

2 0 3 ,

r ‘== 一 1
.

4 2 2 ,

r , = 一5
.

6 7 1 -

n 一= 1
.

7 6 2 8 ,

r 1 0 == 0
。

8 9 1 ,

r : 一= 1
。

9 4 1 ,

r ’产. 00 ,
.

d : == 0
。

2 5 8 ,

d : = 0
。

2 5 2 ,

v : = 2 5
.

4 ,

d
。
= 0

.

7 8 1 ;

d 。= 0
.

2 0 2 ,

d ,
, 0

。

0 4 5 ,

v 。== 4 9
。

6 ,

d
1 0 = 0

。

4 8 1 ,

d x l = 0
.

3 0 8 ,

f
i

= 一 9
.

1 72 ,

n l = 1
。

6 13 8 8 ,

r s = 一 1
。

5 0 3 ,

r‘ = 一 2
.

3 4 0 ,

n : = 1
。

6 1 5 9 7 ,

n ; = 1
.

7 1 3 5 7 ,

r 。
= 1

.

7 4 2 ,

r , = 3
.

5 9 2 ,

n 。
= 1

。

7 6 2 8 ,

r l , = co ;

f Z == 1
。

0 4 4 ,

v l == 6 0
。

3 ,

d : = 0
。

1 9 5 ;

d 一 = 0
。

6 1 3 ,

v s = 5 6
.

9 ,

v 一 = 2 8
。

3 1

d a = 0
。

5 1 8 ,

d . == 0
。

0 6 5 ,

v o = 4 9
。

6 ,

d l : == 0
。

2 7 5 ,

f== 1
。

0 0 0 ,

声

n o == 1
。

5 1 ,

NA 二 0
。

8
。

第 3 图为第 3 个实例
, 符号L : “

= L 。“

为透镜
,

其它符号的意义同第 1 图
。

r i , 一 4
。

4 7 3 ,

r a , 一 3
。

1 5 9 ,

r s == 一 1
。

4 2 1 ,

d i = 0
。

2 3 8 ,

d : = 0
。

2 0 1 ,

d : = 0
。

2 1 1笋

n i == 1
。

6 13 8 8 ,

n , = 1
。

7 8 7 3 8 ,

r -

. 一 2
,
0 5 3 争

v i = 6 0
。

3 -

v : == 2 5
。

4 ,

d 一 , 0
.

5 3 4 ,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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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 “ 1
.

6 15 9 7 , , 。” 6 6
.

3 , r 。= 2
.

8 4 7 厂 d 。== 0
.

9 2 3 ,

n 一 , 1
.

7 1 3 5 7 , v 一 = 2 8
.

3 , r 。= 一 1
,

4 9 2 ; d
、

, 0
.

2 0 0 ,

r , = 一 7
。

1 8 5 , d
,
= 0

。

0 2 5 , n 。
= 1

.

7 6 2 8 , v e == 4 9
。

6 ,

r 。 , 1
.

9 5 3 ; d a == 0
.

5 2 5 , r s‘ 6
.

5 3 q , d s == 0
。

0 2 6 ,

r 1 0 = 0
.

9 3 5 ;
‘

d l o = 0
.

5 5 6 , n 6 二 x
.

7 6 2 s , v ‘二 4 9
.

6 ,

r i : = 2
.

2 3 2 , d l i == 0
.

2 7 7 , r : 2 , OO , d i : , 0
.

2 7 5 , n o == 1
.

7 6 2 8 ,

r : s = OO , f l = 一 1 1
.

3 1 3 ; f : ‘ 1
.

0 8 2 ; f = 1
。

0 0 0 , N A = 0
。

9
0

第 4 图为第 1 实例的象差图 ; 第 5 图为第 2 实例的象差图 , 第 6 图为第 3 实例 的 象 差

图
。

第 7 图为第 1 实际例子的波象差等高线图
。

第 8 图为第 2 实例的波象差等高线图 , 第 9

图为第 3 实例的波象差等高线图
。

在这些波象差图中
,

左方的图象高为 h = 。
,

即在光轴上 ,

右边的图是以入瞳位置的等高线图来表示边缘的波象差
。

净
,

图 面 的 简 单 说 明

第 1 图表示本发明的第 1 实际例子
,

第 2 图表示本发明的第 2 实际例子
,

第 3 图表示本

发明的第 3 实际例子
,

第 4 图至第 6 图为象差图
,

第 7 图至第 9 图为波面象差的等高线图
。

L , ,
L : ⋯ ⋯ L 。

·

一为透镜
,

G 为保护玻璃
,

D 为磁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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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 9

译自特开昭5 8
一
3 5 9 1 6 (4)

.

陈海清 译 汪建设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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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 讯
·

激 光 探 伤 仪

日本京都T a ke n a ka 设备公司研制成功用于塑料
、

金属薄片和未加工的编织材料探伤的小

型激光设备
。

它由H 。一N 。激光振荡器和振动镜
、

光接受器部件和控制器构成
。

一

为了产生扫描传送器皮带宽度的窄光束
,

利用这块镜子控制激光束的方向
。

该激光束被

传挤器探测
,

而传感器由没射板
、

光电倍增管和光接受器构成
。

调节镜的报动搜率
,

‘

就能检

查部件的整个表面
。

为了扫描整个表面
,

以70 OH z
的频率

、

lm w 的激光束横向扫描从10 至 2 00 m m 的宽度
,

该

宽度可由使用者调节
。

而控制部件把从光接受器转变来的信号电平和合格的电平相比较
。

译 自 L
.

0
.

1
. , 1 0 5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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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

邹福清 译 刘建师 校

版
权

所
有

 ©
 《

激
光

技
术

》
编

辑
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