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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研究日盲型紫外探测中的目标定位,设计了 1套紫外探测实验系统。提出了 1种基于目标图像的定位

算法, 通过确定目标在像平面上的位置, 计算目标方位角。对系统及算法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验验证。以氘灯为目标的

紫外光源, 探测系统在 30m 处取得了 0. 5�的方位角测量精度。结果表明, 该定位算法是可行的。这一结果对进一步开

展远距离实验、完善系统是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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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target location in solar blind ultraviolet detect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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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 t: A set of ultrav io let de tecting experim ent system was designed to study the target location in so lar b lind u ltrav iolet

detecting. A kind of location algor ithm based on the targe t im age w as brought fo rw ard. Ta rget azimu th w as ca lcu lated by the

location of targe t on the im age p lane. The de tecting sy stem and a lgo rithm w ere ana ly zed and validated in expe rim en t. W ith 30m

betw een the deuter ium lamp and the de tecting system, the m easure prec is ion o f target azim uth ang le can reached 0. 5�. The result

show s that the lo ca tion algorithm is feasib le. The result he lps to carry out farther d istance exper im ent and im prove the sy 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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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 言

自然界中,太阳是最强烈的紫外光辐射源。当太

阳的紫外光通过大气时, 由于大气中的臭氧层对

0. 24�m~ 0. 28�m波段的紫外光强烈地吸收, 使得该

波段的紫外辐射难以到达地球, 形成太阳紫外辐射在

近地表面的盲区,通常称之为  日盲区 [ 1] !。日盲特性

为近地表面工作于  日盲区!波段的系统提供了天然

的  保护伞 !, 当系统进行对空目标探测时, 避开了最

强大的自然光源, 系统在背景极其简单的条件下工

作
[ 2]
,降低了信号处理的难度, 为紫外信息高速采集

提供了方便。目前, 日盲型紫外探测已成功运用于导

弹告警、森林防火及电晕监测等实用系统中
[ 3�6]

, 紫外

目标的定位精度也成为衡量紫外探测系统的一个重要

指标。作者设计了一套日盲型紫外探测系统, 对目标

方位角的测量进行了研究和实验, 以氘灯为目标的紫

外光源,在 30m处达到 0. 5�的角度测量精度。

1� 紫外探测技术

紫外线由于具有频率高、单位光子能量大和  粒

子性!等特点,其探测区别于可见光和红外线,有自身

的独特性。紫外探测方法大致可分为 3类:荧光转换

法、分光光度法和卫星遥感法。影响紫外探测技术实

现的因素可归纳为 3个方面: ( 1)紫外线大气传输理

论、散射模型和仿真系统的建立; ( 2)高灵敏度、低噪

声紫外探测器件以及透紫外光学系统的研制; ( 3)弱

信号接收、处理系统的开发
[ 7]
。

对紫外探测系统而言, 紫外探测器件直接影响系

统的性能。紫外探测器应满足以下几个条件: 对紫外

波段以外的光线不敏感,具有较高的量子效率、较大的

动态范围、较低的噪声和较强的放大能力。目前常见

的紫外探测器件可分为真空器件和固体器件两大类,

经过科研工作者的不懈努力, 器件的性能指标不断提

高,尤其是近年来微通道板 ( m icro�channel p late, MCP)

及紫外 CCD技术的日趋成熟,将紫外探测技术推向新

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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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日盲型紫外探测系统

探测系统按其探测器件可分为单元型和成像型两

种,前者的探测器件为光电倍增管,后者为 CCD等成

像器件,本文中主要讨论成像型探测系统。

成像型紫外探测系统基于摄影成像原理, 通常由

探测成像单元、信息处理单元和结果输出单元 3部分

组成。其工作过程大致为:光学系统以大视场、大孔径

对空间紫外信息进行接收, 由紫外探测器将视场空间

内特定波长紫外辐射光子 (包括目标和背景 )进行光

电转换以形成可见光图像, 然后经视频采集卡将可见

光图像送入计算机进行处理, 最后按系统的需要输出

处理结果
[ 8]
。

成像型紫外探测系统的探测成像单元主要由物

镜、紫外滤光片、像增强器和可见光 CCD组成。图 1

为紫外探测系统探测成像单元原理示意图,目标的紫

� �

Fig. 1� P rincip le of the detecting im ag ing un it in u ltraviolet detect ing system

外辐射经物镜、紫外滤光片会聚到像增强器上产生可

见光图像,再由光纤光锥将可见光图像耦合到可见光

CCD靶面上,最后经 CCD读出电路输出图像信号。图

2为根据此原理设计的探测成像单元实图。

Fig. 2� Im age of th e detect ing im ag ing un it in u ltraviolet detecting system

日盲波段紫外信号有别于可见光和红外信号, 这

对系统的探测成像单元器件有特殊的要求。系统中的

物镜采用特殊光学材料,在日盲波段透过率大于 0. 6;

而像增强器的光电阴极在日盲波段具有较高的灵敏

度,像增强器内部的 3级连 MCP结构提供了高的信号

增益。此外,日盲滤光片、高效率的光纤光锥耦合技术

以及高灵敏度 CCD的配合运用, 确保了系统能采集到

低噪声、高信噪比的目标紫外图像,为信息处理单元提

供了良好的素材。

3� 目标定位的算法理论

对被动成像探测系统而言, 目标方位角是表征其

定位性能的一个重要参数。由几何光学理论, 入射光

线通过镜头光心时不发生折射
[ 9 ]
, 以此为基础, 可以

推导目标方位角的测量算法。

如图 3所示, 将物镜和紫外滤光片整体视为焦距

� �

Fig. 3� M easu rem en t of target azim u th

为 f的等效透镜,通过等效透镜光心的光线在物方和

像方与光轴的夹角分别为 �和  , 显然 �和  是相等

的。当目标在像平面上成像尺寸较小时,可以用 �来

表示目标偏离光轴的角度, 在水平平面和竖直平面里

该角度就可以用来描述方位角。而根据目标在靶面上

成像的位置和焦距 f,可以计算出  值。本文中所讨论

的探测成像单元中, 由于光纤光锥的几何放大率 m =

1, 可以利用 CCD读出的目标图像来确定目标在像增

强器靶面上成像的位置。

为确定目标的成像位置,以 CCD靶面中心为原点

建立坐标系,如图 4所示,其中 x轴和 y轴分别平行于

CCD靶面的横向和纵向,其坐标表示像点的实际位置。

Fig. 4� Axes ofCCD im age p lan e

从 CCD中读出图像, 利用形心提取技术, 可以得

到目标像中心的像素坐标 (x op, yop ), 设 CCD靶面中心

的像素坐标为 (x cp, ycp ) ,根据图像像素坐标系与 CCD

靶面坐标系的关系, 可以求得靶面目标像中心的位置

坐标 ( xo, yo )为:

xo = ( xop - x cp ) ∀ dh, yo = (y cp - yop ) ∀ dv ( 1)

式中, dh, dv分别表示 CCD像元在水平和垂直方向的

尺寸。其计算公式为:

dh =
lh

nh
, dv =

lv

nv
( 2)

式中, lh, lv分别表示 CCD靶面的横向和纵向尺寸, nh,

nv分别表示 CCD在横向和纵向的像素总数。

本文中所讨论的探测系统使用长焦距镜头, 镜头

畸变可以忽略不计,由几何关系得到:

�h = arctan
xo

f
, �v = arctan

yo

f
( 3)

式中, �h, �v分别表示以系统光轴为参照物的水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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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角和垂直方位角,其角度正负值的意义由图 4中坐

标系确定。

4� 目标方位角计算程序

依据前述的算法,编制了计算目标方位角的程序,

其流程框图如图 5所示。

F ig. 5� F low chart for the m easu rem en t of target azim u th

程序的主体在阈值分割和形心坐标的提取。为了

获得目标与背景的最大差异, 程序需要对载入的图像

进行二值化处理,即设定一个阈值,以灰度高于或低于

该阈值分别重新赋予 1或 0的灰度值。阈值的确定可

以根据灰度直方图,采用峰值�谷值法 [ 10]
获得。

阈值确定以后,则可以利用下式得到二值化图像:

F (x p, yp ) =
0, f (x p, yp ) # T

1, f (x p, yp ) > T
( 4)

式中, F ( xp, yp )为分割后 ( xp, yp )像素的值, 而 f ( x p,

y p )为分割前的值, 目标像素的 F (x p, yp ) = 1。

形心的计算
[ 11]
分为两步: 首先, 对目标在 x, y两

个方向进行统计投影, 其中 m, n为波门的长和宽 (即

搜索图像目标的空间 ) :

S ( xp ) = ∃
n- 1

y
p
= 0
F ( xp, yp ), S ( yp ) = ∃

m- 1

x
p
= 0
F ( xp, yp ) ( 5)

为了运算的准确性,可以对 S ( xp )和 S ( yp )进行平均,

计算出图像目标总的像素数:

N =
S ( xp ) + S ( yp )

2
( 6)

然后用下面两个算式计算出图像目标的形心坐标

( xop, yop ):

xop =
1

N ∃
m- 1

x
p
= 0
S ( xp ) % x p, yop =

1

N ∃
n- 1

y
p
= 0
S ( yp ) % y p ( 7)

5� 测量实验、结果及误差分析

运用作者设计的紫外探测系统, 以氘灯为目标的

紫外光源,进行了方位角测量实验。实验中用到的设

备如图 6和图 7所示。

F ig. 6� Deuterium lamp

Fig. 7� D ig ital rotat ion flat

实验时,将氘灯固定在数字旋转平台上,调整旋转

平台,使氘灯经过系统成像的中心与 CCD的靶面中心

重合,并将此处设为旋转平台的记数零点。任意调整

旋转平台,记录旋转平台上数显角度变化值,利用前面

编制的程序计算出角度,将两组数据列表并比较,如表

1所示。
Tab le 1� Th e experim en tal d ata and error

num ber actual angle/ ( � ) calcu lated angle/ ( � ) error / ( �)

1 5. 000 4. 756 - 0. 244

2 10. 000 10. 295 0. 295

3 15. 000 15. 301 0. 301

4 20. 000 19. 559 - 0. 441

5 - 5. 000 - 5. 148 - 0. 148

6 - 10. 000 - 9. 724 0. 276

7 - 15. 000 - 15. 343 - 0. 343

8 - 20. 000 - 19. 615 0. 385

由表 1可以看出, 在氘灯距系统 30m处, 最大测

量误差不超过 0. 5�。
实验中误差主要来自于 4个方面: ( 1)等效透镜

焦距 f的精确确定; ( 2)镜头的成像畸变
[ 12 ]

; ( 3)由光

纤光锥的耦合引起的图像质量下降; ( 4) CCD相机像

素识别误差。通过提高系统硬件性能,准确标定参数,

同时辅以软件矫正和补偿,可以减小测量误差。

6� 结束语

日盲区的存在, 给近地探测 0. 24�m~ 0. 28�m范

围的紫外辐射提供了良好的背景, 日盲型紫外探测系

统因此在军事和民用上都拥有较好的应用前景。作者

设计了 1套实验系统, 研究了目标定位算法,并以氘灯

为目标的紫外光源进行了实验, 在 30m处获得了最大

误差不超过 0. 5�的较高方位角测量精度, 为进一步开

展远距离实验,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实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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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FSR

∀#FWHM

( 8)

式中, !FSR为自由光谱范围对应的波长, ∀# FWHM为滤波

器的 3dB带宽。以图 3为例, 该滤波器的 Q值约为

1. 8。Q越大,滤波器的响应率就越高, Q和抽头的数

目 N有关,当 N比较大 (大于 10)时, Q&N , 增加抽头

数目可以实现微波滤波器的高响应。

温度特性:温度变化会使滤波器的谱线产生漂移。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可以用温控的激光光源,如单向的

安捷伦位相固体光源;或对非平衡 M �Z进行合适的包
装和温控的非平衡 M �Z。

增益:增益主要分为电光转化调制增益、全光处理

增益和光电转化增益 3个阶段, 表示为:

GRF =
PRF, out

PRF, in

=
∃P op tT optZ0

2V∃
R

2

( 9)

式中, Z0指的是输入的有效阻抗; V∃是调制模块位相

发生 ∃变化的电压; R是探测器的响应率, Pop t输入的

光功率值; T opt是光功率传输参数。

噪声指数: NNF定义为整个输出噪声 N out功率谱密

度和参考温度下的热噪声功率谱密度的比值:

NNF ( dB) = 10log

N out

4kT 0GRF

R

=

10 log

N R IN + N shot + N s ig�ASE + N PIIN + N th

4kT 0GRF

R

( 10)

式中, k是玻尔兹曼常数; T 0 = 298K; R 是入射的附载

阻抗。从 ( 10)式中,可以看到系统噪声是由不同的噪

声源产生的。其中, N R IN是入射光载波产生的相对强

度噪声; N shot是由探测器产生的噪声,这是一个主要的

噪声; 为了补偿滤波器的损耗而增加的放大器,此放大

器引入了新的噪声, 称为放大器自发辐射噪声, 用

N s ig�ASE表示; N PIIN是位相强度噪声,它是由输入光载波

的位相发生随机变化形成的; N th指热噪声, 是滤波器

中最主要的噪声。

4� 结 � 论

本方案对微波信号的处理都在光域中,系统不再

受限于电子取样速率瓶颈, 不需要进行电�光和光�电
的转换,系统透明化; 该全光微波滤波器还有尺寸小、

重量轻、可调范围大和功率损耗小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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