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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本文讨论了光学头综合装调仪的必要性以及要求具备的各项功能

。

介绍了综合装调

仪的设计和装调过程
,

最后说明了装调仪在光学头研究和测试过程中的多种应用
,

对实际工作具

有指导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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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 言

光学头是光盘系统的关键部件
,

光盘系统所具有的许多优点都是与光学头的结构和性能

分不开的
。

例如
,

记录和读出光束由光学头聚焦在光盘记录介质上
,

而伺服控制系统所需要的

误差信号
,

也是 由光学头上的光电探测器提供的
,

并且伺服控制系统只有通过光学头上的执行

机构才能实现聚焦和跟踪的闭环伺服控制
,

从而可以看 出光学头在光盘机中所处的重要地位
。

它是集光机电技术于一体的精密部件
,

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感到迫切需要研制一 台专用装置

用以装调和研究光学头的各项性能 也为光学头的生产提供必需的装调与检测设备
。

下面就以激光唱机索尼 K SS 150 光学头为例
,

分析光学头的工作原理
,

设计出能提供调

试光学头的各种功能的装置
,

并将开发出多种应用
。

二
、

光学头的基本功能及结构

光学头的基本功能是将激光束在光盘介质表面会聚成亚微米级的光斑
,

用于信息的写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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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出和擦除
。

为了避免在工作时由于光盘本身不平度和其他因

素引起的高速旋转光盘表面的上下起伏
,

保证光斑始终准确无

误地聚焦于介质表面
,

光学头必须设置精密 自动调焦 系统 ; 另

外
,

为了避免由于光盘和 电机主轴的偏心误差所引起的信息轨

迹的摆动
,

使光斑始终落在信息轨迹上
,

光学头还必须设置精密

自动跟踪系统
。

因此
,

光学头的基本元件应包括
:

激光光源
、

扩

束准直
、

检出信号探测器
、

自动调焦和 自动跟踪误 差拾取元件

(
o p tie a l he ad 或 p ie k

一

叩 )以及安装在二维力矩器上能上下运动

和沿光盘径 向运动的物镜
。

图 1 为 CD 唱机 K SS
一

巧 0 型光学头

结构图
。

在读写过程中
,

光点必须准确地聚焦在介质表面上
,

要求
:

离焦量 < 土 0
.

5拌m
,

信道跟踪误差 < 士 0
.

1拌m[
‘】

,

才能完成读写

功能
。

由于光盘在转动中有起伏(7 0拌m )
,

偏摆 (5 0 “m )和倾斜

(2 m ra d) 〔2〕
,

因而就要求光学头具有调焦和跟踪伺服控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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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

跟踪采用三光束法 [2]
。

三个光点中
,

0 级光落

在探测器中间的四象限上
,

作为读出信号和调焦

误差信号
,

士 1 级光分别落在 E
、

F 象限内
,

作为跟

踪误差信号
。

三
、

光学头综合装调仪设计

综上所述
,

在 装调

光学 头时
,

要使其具 备

读出功能及达到各项要

求的精度
,

就必须有专

用设备
—

光学头综合

装调仪
。

它能在显微摄

象系统的监控下完成光

学头 中的 半 导 体 激 光

器
、

光学元 器件和光 电

探测器的装调以及完成

调焦跟踪用的二维力矩

执行器的装调
。

光学头

工作时
,

激 光经光栅衍

射出的三光点与探测器

共扼
,

将综合装调仪 设

计成显微系统
。

三光点

和探测器 作为物
,

经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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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物镜成象在 CCD 摄象机靶面上
。

照明器用半导体激光器(又 = 7 8On m )作为光源
。

在结构设

计上
,

除了显微镜需要的调节机构外
,

由于照 明器及探测器需要作精细调节
,

将它们分别装在

一个五维调节架上
。

光学头支座要有 x
,

y 两个方向调节
,

能调整光学头光轴与显微镜光轴一

致
。

装调仪的基本组成
:

图 3 是 由清华大学微细工程研 究所研制的光学头综合装调仪的原理

示意图
。

该仪器主要由显微摄象系统
、

光学头基座装调卡具
、

探测器装调卡具和电控箱四部分

组成
。

1
.

显微摄象系统
。

它可将物(包括光斑
、

光电探测器等 )通过物镜放大成象在 CCD 摄象

机靶面上
,

在监示器上显示出来
。

主要由粗调机构
、

微调机构
、

物镜
、

五维调节架
、

照明器
、

CC D

摄象机和监示器等组成
。

物镜有 4 x
,

40 x 等
,

照明器内有半导体激光器和准直镜
。

2
.

光学头基座装调卡具用于固定光学头
,

并能将其调整到适当的位置
。

3
.

探测器装调卡具可使探测器在 x
,
y

, z 三个方向上进行平移和 a
二

方向上转动
。

4
.

电控箱提供照明用半导体激光器和光学头内部半导体激光器的电源驱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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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调仪的基本功能
:

为满足光学头

的装调要求
,

其主要功能有两个
:

激光器

和光电探测器相对分光镜的共扼装调 ;

二维力矩执行器 (含物镜 )的装调
。

(l) 共扼装调
:

图 4 为光学头共扼装

调的原理图
。

首先调整显微摄象系统使激光器的

发光点成象在 C CD 上
,

转动光栅
,

使三

光点走向与光盘信道方向一致
。

接通照

明器电源
,

调整探测器和调整透镜
,

直至

监示器上呈现探测器的六象限分割象很

清晰
,

并使之与三光点对准重合
。

(2)二维力矩执行器 (含物镜 )的装

调
:

调整光学头底面的两个螺钉
,

使物镜在调焦方向运动时
,

在 C CD 上的成象光斑中心位置不

移动
,

在跟踪方向扫描时
,

光斑的直径不变
,

也就是说使调焦方向与光轴一致
,

跟踪扫描方向垂

直于光轴
。

由于 K S S
一

150 型光学头主体是精密铸件
,

其他

零部件位置几乎不需调整
。

光路调整后
,

还要接通

控制 电路
,

检查调焦和跟踪开环
、

闭环误差信号
,

计

算调焦误差精度
,

跟踪误差精度
,

若在允差范围外
,

分析原因
,

细调双轴力矩器和探测器位置
,

使之都在

允差范围内
,

再看读出信号 R F
,

网眼清晰
,

即说明能

正常工作
。

使用 中对 光 学 头 调 焦 误 差 精 度 要 求 < 士 F ig
.

5 户‘s e m bled o Ptica lhea d R F 5 1,
a l

0
.

5拌m
,

跟踪误差精度要求 < 士 0
.

1拜m
。

我们组装的光学头
,

调焦开环信号 2
.

6v
,

闭环信号

0
.

2v
,

调焦开环信号对应线性区 14 拼m
,

因此得到调焦误差精度 衍 = 0
.

2 X 14 / 2
.

6 = 1
·

07 拜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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