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强吸收介质内部低 ! 材料结构的 ! 射线

显微成像研究!

师绍猛 陈荣昌 薛艳玲 任玉琦 杜国浩 邓 彪 谢红兰 肖体乔!

（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上海 "#$%##）

（"##& 年 $$ 月 ’# 日收到；"##% 年 ’ 月 "( 日收到修改稿）

惯性约束核聚变靶室靶丸位置的原位无损检测是目前的研究热点和难点 )针对此需求，建立了强吸收介质包

裹的低 ! 材料 * 射线显微成像物理模型 )通过计算机模拟和实验，较为系统地考察了光子能量、成像距离以及强

吸收介质尺度等参量对成像质量的影响 )结果表明，利用 * 射线相衬成像技术来实现惯性约束核聚变靶室靶丸的

高分辨无损检测是可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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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引 言

能源问题制约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的生存 )
在现有新能源开发和利用中，受控核聚变反应得到

了许多国家的关注，它是解决能源危机的有效途径 )
实现受控热核聚变有两种途径：磁约束核聚变

和惯性约束核聚变（AB-）)惯性约束核聚变是利用高

功率激光束、* 射线或粒子束均匀辐照含有核燃料

氘氚（C2D）的微球靶丸，在极短的时间里，靶丸表面

会发生电离和消融而形成包围靶芯的高温等离子

体，等离子体膨胀向外爆炸的反作用力产生极大的

向心聚爆的压力（约为 $#( 个大气压）) 在巨大压力

的作用下，靶芯被压缩成极高密度和极高温度的等

离子体（称为热斑）)由于惯性，等离子体在还未膨胀

扩散以前就达到聚变反应条件，引起 C2D 燃料的核

聚变反应，从而实现点火，并逐步加热热斑周围的其

余燃料，使热核反应能够自持的延续下去［$］)
驱动惯性约束核聚变靶丸内爆有两种方式：直

接驱动和间接驱动（见图 $）) 直接驱动方式是直接

将驱动源，如多束激光，均匀辐照含有热核燃料的聚

变靶丸，驱动内爆；间接驱动方式则是首先将驱动源

能量转化为软 * 射线能量，由后者再去驱动靶丸内

爆，故又称辐射驱动 )
在 AB- 中，间接驱动方式由“黑腔靶”（E:E6F4G3）

加以实现 )黑腔靶是一个由高 ! 元素（常用金）构成

的中空腔体，形状多为柱形或球形 )聚变靶丸置于黑

腔的中央，激光束辐照黑腔的内壁，激光能量转换为

* 射线，驱动中心的靶丸内爆 )驱动方式不同，则驱

动能量不同，选用的靶丸也有差异［"］)

图 $ AB- 内爆驱动方式 （4）间接驱动；（H）直接驱动

第 ,& 卷 第 $# 期 "##% 年 $# 月

$###2’"(#I"##%I,&（$#）I0’$(2$#
物 理 学 报
JBDJ KLMNABJ NAOABJ

P:6),&，O:)$#，Q?7:HRF，"##%
!

"""""""""""""""""""""""""""""""""""""""""""""""""""""""""""""""
"##% BE5=) KES<) N:?)



应用到热核聚变反应中的靶丸在尺度、形状以

及光滑度等各方面必须满足特定的规格，制造过程

中需要对其进行合格检测后才能应用到工业中 !把
聚变靶丸准确的安装到固定位置，需要实时地观察

靶丸的运动情况 !在受控热核反应进行中，还需要监

视和控制靶丸的反应情况 !目前，没有有效的方法和

技术实现这三方面的要求 !从已有的工作看，有人研

究过计算机层析（"#）、编码成像（菲涅耳波带片、半

影和环孔显微镜）等方法的可行性［$，%］，但效果并不

理想，而且离实际应用还有距离 !国际上，有人曾把

相衬成像技术引入到聚变靶丸规格的检测中［&，’］，还

没有深入到靶室内靶丸的监测 !
现有的相衬成像技术包括：干涉法，衍射增强法

和同轴轮廓法 !同轴轮廓相衬成像由于成像方式简

单，对光源要求低，可以用实验室 ( 射线源实现，得

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和应用 ! 文献［)—**］表明，( 射

线同轴轮廓相衬成像能够有效地实现对低 ! 材料

成像 !
当低 ! 材料被强吸收介质包裹时，相衬成像技

术是否仍然可以取得好的成像结果，至今未见相关

报道 !本文从核聚变反应中靶丸的检测这一实际应

用出发，建立金属材料（强吸收介质）包裹的低 ! 样

品模型，研究强吸收情形下的相衬成像理论，并进行

计算机模拟和实验研究，探讨强吸收介质包裹的低

! 材料 ( 射线同轴轮廓成像的可行性 !

+ , 物理模型

在已有的研究中，弱吸收样品的相衬成像理论

已经得到非常全面的发展和应用 !对于弱吸收样品，

该理论简述如下 !
入射 ( 射线透过物体在空间传播一定距离后

形成像场强度分布 !样品复折射率可以表示为

" -（* .!）/ 0"! （*）

对于弱相位吸收体，物体透射函数［1］可以表示为

#（#，$）- 234［. $%（#，$）/ 0$&（#，$）］

!* .%5（#，$）/ 0&5（#，$）， （+）

其中，%5（#，$）和’5（#，$）分别对应吸收项和相移

项，表示为

%5（#，$）- $%（#，$）- +!
("%"

（#，$）6 &，

’5（#，$）- $&（#，$）- +!
("%
!（#，$）6 & !

当入射光波为单位平面单色波时，由菲涅耳衍

射积分得到像场复振幅分布（写成菲涅耳衍射积分

的傅里叶变换形式）

’（(，)）- . 0234（0$*）

(* ""#（#，$）

7 {234 0 $
+*［（( .#）+ /（) .$）+ }］6#6$

- . 0234（0$*）

(* {234 0 !
(*

（(+ / )+ }）

7""#（#，$） {234 0 !
(*

（#
+ /$

+ }）

7 {234 . 0 +!
(*

（(# / )$ }）6#6$， （$）

则像场强度分布

+（(，)，&）- ’（(，)，&） +

!* . +%5（#，$）#, .*（89:)）

/ +*5（#，$）#, .*（:0;)）， （%）

其中，, . *表示傅里叶逆变换，) -!(*（ -+ / .+），-，

. 为频域坐标，符号#表示卷积 !
（%）式表明，物质的透射函数（吸收和相移项）以

及成像几何参数决定了像场强度分布，利用傅里叶

变换可以在已知成像条件参数的情况下模拟相衬成

像过程 !但是，（%）式的推导过程中对透射函数采用

了近似，即（+）式 !这一近似只适用于弱相位吸收体 !
<0=>0;: 等人［*+—*&］的研究工作和结论都是基于这一

近似 !
如果样品不满足弱相位吸收体的要求，（+）式的

近似将不再适用，基于这一近似得到的像场强度分

布也就不合理，必须采用新的方法计算像场强度分

布 !在这个想法的指导下，本文不再对物体的透射函

数做近似，重新计算得到了强吸收时像场强度分布 !
本文把（$）式写成如下形式，即菲涅耳衍射积分

的卷积形式

’（(，)）- . 0234（0$*）

(* ""#（#，$）

7 {234 0 $
+*［（( .#）+ /（) .$）+ }］6#6$

- . 0234（0$*）

(*
#（(，)）#/（(，)）， （&）

其中

/（(，)）- [234 0 $
+*（(+ / )+ ]） !

对（&）式做傅里叶变换和逆变换，得到像场复振幅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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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其中，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则像场强度分布为

+（"，#）! !（"，#）·!!（"，#" ）

! ［$ "#（%#）］& $ $ "#（%&）］" & . （/）

基于（/）式，我们可以通过模拟计算得到强吸收

介质相衬成像的像场强度分布 .改变成像条件，如入

射 0 射线能量、成像距离以及样品尺度等，可以得

到不同实验条件时的像场分布，从而研究得出成像

质量与这些参量的关系 .这些工作可以为强吸收介

质包裹的低 , 样品 0 射线同轴轮廓成像实验提供

指导 .
图 & 为强吸收介质包裹的低 , 样品同轴轮廓

相衬成像示意图 . 0 射线透过样品在空间传播一定

距离到达探测器截面，在这里发生相干叠加，形成相

位衬度像 .样品边界处位相发生显著变化，在像面上

发生干涉时，对应部分强度变化很大，从强度的变化

很容易得到样品的结构信息 .

图 & 强吸收介质包裹的低 , 样品同轴轮廊相衬成像示意图

（俯视）

本文建立金属材料包裹的高聚物这一模型，该

模型与聚变反应中聚变靶室内含靶丸的实际相符

合 .高聚物选择聚苯乙烯球，该样品与聚变靶丸的材

料同属弱吸收相位体，是以前做相衬成像模拟和实

验研究中经常选用的样品 .金属材料包裹层为金，吸

收很强，以前的相衬成像研究中不曾涉及这类强吸

收样品 .样品模型如图 , 所示，金柱体空腔内放置着

聚苯乙烯球 .金柱体腔直径一般在几个毫米，图中柱

体直径选择的是 1 22，腔壳层厚度一般在几十到几

百微米，内部聚苯乙烯球直径 #—& 22.

图 , 样品模型，其中金柱体腔直径为 1 22，壁厚为 &33"2，内部

聚苯乙烯微球直径为 & 22

,4 数字模拟

首先采用计算机模拟的方法研究强吸收介质包

裹的低 , 材料 0 射线同轴轮廓成像的可行性 .
本文采用自己编写的程序，改变 0 射线能量、

成像距离、金壁厚等参量，研究各个参量对成像结果

的影响 .
为了定量的评价像质量，我们还引入边缘衬度

比值、边缘强度最大差值等参量 . 衬度 -（)*-567+5），

衬度比值 89（)*-567+5 675%*）和边缘强度最大差值#+
分别定义为

- !
+27: " +2%-
+27: $ +2%-

，

-( !
-;<

-=>
，

#+ ! +27: " +2%-，
其中 -;<和 -=>分别是聚苯乙烯和金的边界衬度 .

!"#" $ 射线能量

改变入射 0 射线能量，物质的复折射率发生变

化，从而得到不同品质的强吸收相衬像 .
我们把内部聚苯乙烯球边界的强度最大差值和

金边界强度最大差值的比值作为一个评价聚合物可

分辨程度（?=）的定量因子 .衬度曲线在评价单样品

成像的图像时是一个非常好的定量参量 .但对于混

合样品成像，尤其是高吸收介质包裹的低 , 样品成

像，如果要描述内部样品相对于外部边界的可见度，

衬度和衬度比值都不如最大差值比值曲线与直观图

像吻合 .

?= ! #
+;<
#+=>

，

这一因子的变化曲线如图 @ 所示，它的变化与

模拟得到的图像直观视觉效果非常一致 .而且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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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规律可以从金吸收项随能量变化的曲线（图 !）

中得到反映和解释 "即入射 # 射线能量小于 $% &’(
时，射线被金吸收，不能对内部聚苯乙烯球成像 "随
着能量的增大，金对较高能量的入射 # 射线吸收系

数减小，相衬成像结果越来越好 "

图 ) 聚苯乙烯和金边界最大差值的比值随光子能量的变化曲线

图 ! 金吸收项随能量变化的曲线

下面的图像是模拟成像得到的直观可视效果图 "
结合图 ) 和图 * 可以看到，能量小于 $% &’( 时，

入射 # 射线几乎全部被吸收，不能检测到金腔内的

聚苯乙烯球；能量大于 $% &’( 时，聚苯乙烯边界逐

渐变得 清 晰 " 随 着 能 量 的 增 大，成 像 效 果 越 来 越

理想 "

!"#" 成像距离

这里以样品到探测器距离（成像距离）为参量，

研究相衬像与空间成像距离的关系 "
图 + 和图 , 中实线是单独对聚苯乙烯微球进行

图 * 改变入射 # 射线能量得到的模拟相衬像 （-），（.）和（’）

是光子能量分别为 $%，)% 和 *% &’( 时的相衬像；（/），（0）和（1）

是光子能量分别为 $%，)% 和 *% &’( 时的相衬像沿中心线的强度

分布（金柱体腔直径为 ! 22，壁厚为 3%%!2，内部聚苯乙烯微球

直径为3 22，成像距离（样品到探测器的间距）为 $% .2）

图 + 聚苯乙烯边界衬度与成像距离的关系曲线（金柱体腔直径

为 ! 22，壁厚为 3%%!2，内部聚苯乙烯微球直径为 3 22，入射 #
射线能量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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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聚苯乙烯边界强度最大差值与成像距离的关系曲线（金柱

体腔直径为 " ##，壁厚为 $%%!#，内部聚苯乙烯微球直径为 $

##，入射 & 射线能量为 ’% ()*）

图 + 改变样品到探测器距离得到的模拟相衬像 （,），（-）和

（)）样品到探测器距离分别是 %，$ 和 .% -#；（/），（0）和（1）分别是

（,），（-）和（)）沿中心线的强度分布（金柱体腔直径为 " ##，壁厚

为 $%%!#，内部聚苯乙烯微球直径为 $ ##，入射 & 射线能量为 ’%

()*）

相衬成像，虚线是聚苯乙烯被金包裹时的情形 2从上

面两图可以看到，曲线随距离的变化趋势相同 2在图

! 中，由于金的吸收，被金包裹时的强度最大差值明

显小于单个聚苯乙烯球时的情形 2
另外，成像距离 ." -# 前后的变化趋势有着显

著差异，可以认为这一距离是吸收与相衬贡献大小

的临界距离 2 即小于 ." -# 时，主要是吸收成像机

理，大于 ." -# 时，由于传播一定的空间距离，透射

& 射线有了一定的相干性，得到了相衬像 2 对于虚

线，在小于 3 -# 时变化也十分特别（虚线斜率小于

实线），可以认为当小于 3 -# 时不存在相干现象，为

完全吸收成像 2
下面是得到的模拟图像，可以很直观的看到成

像距离变化对成像质量的影响结果 2
从图 +（/）和（0）可 以 看 到，金 边 界（$"%%—

$4%%!#处），强度都是从 .%% 降低到接近于 %，这是

由于金的强吸收形成的边界衬度 2成像距离较小时，

为吸收像，从图 +（,）和（-）很难直接地观察到内部

的聚苯乙烯球成的像 2

图 .% 改变样品到探测器距离得到的模拟相衬像 （,）和（-）样

品到探测器距离分别是 $% 和 5% -#，（/）和（0）分别是（,）和（-）沿

中心线的强度分布（金柱体腔直径 " 为 ##，壁厚为 $%%!#，内部

聚苯乙烯微球直径为 $ ##，入射 & 射线能量为 ’% ()*）

图 +（)）中成像距离 .% -#，内部聚合物球的衬

度明显增加，从图中也可以直观地分辨出内部聚苯

乙烯球成的像，这一距离处开始有位相衬度的贡献，

但吸收对成像的影响依旧占很大比重，是吸收与相

位衬度像的过渡区域 2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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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边界强度最大差值的比值（"#$%&）与金壁厚度的关系曲

线（金柱体腔外直径为 ’ ((，内部聚苯乙烯微球直径为 ) ((，入

射 * 射线能量为 +, -./，成像距离为 0, 1(）

图 !) 改变样品的金柱体腔壁厚度得到的模拟相衬像 （2），

（1）和（.）分别是金柱体腔壁厚度为 !,，’, 和 !,,!( 时的相衬

像；（3），（4）和（5）分别对应于（2），（1）和（.）沿中心线的强度分布

（金柱体腔外直径为 ’ ((，内部聚苯乙烯微球直径为 ) ((，入射

* 射线能量为 +, -./，成像距离为 0, 1(）

中金柱体腔内边界开始显现，由于强度微弱，难以从

图 6（.）直接观察到，但在强度分布图 6（5）上有了表

现（成像空间位置 )7,,!( 处的强度突起）8
成像距离大于 !’ 1( 时，随距离增大，内部聚苯

乙烯的边界越来越清晰（见图 !,）8
基于图 9—!, 的分析可以得出，样品到探测器

距离处于 ,—0 1( 时是吸收成像；而 0—!’ 1( 是吸

收与相位衬度像的过渡区域；当样品到探测器距离

大于 !’ 1( 时，相位衬度的贡献开始占据主要部分 8

!"!" 金壁厚度

改变金壁厚度，研究金壁厚度与相衬像的关系 8
通过计算机模拟得到的数据，可以发现内部聚苯乙

烯边界强度最大差值与金边界强度最大差值同金壁

厚存在图 !! 所示的关系 8从图 !! 可以看到，随着金

壁厚度的增加，边界强度最大差值的比值逐渐减小，

即内部聚苯乙烯球的可见程度越来越弱 8

图 !0 改变样品的金柱体腔壁厚度得到的模拟相衬像 （2）和

（1）分别是金柱体腔壁厚度为 ),, 和 0,,!( 时的相衬像；（3）和（4）

分别是（2）和（1）沿中心线的强度分布（金柱体腔外直径为 ’ ((，

内部聚苯乙烯微球直径为 ) ((，入射 * 射线能量为 +, -./，成像

距离为 0, 1(）

图 !) 和 !0 是改变金壁厚度得到的模拟相衬

像 8从图 !) 和 !0 可以直观的看到，随着金壁厚度的

增加，内部边界强度信息越来越弱 8同时，金柱体腔

的内边界也逐渐消失 8实验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金壁越薄成像效果越好 8从上述结果来看，金壁的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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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在 !""!# 以下时可以很好的成相衬像 $

% & 实验结果及分析

实 验 采 用 微 聚 焦 ’ 射 线 源，’ 射 线 光 管 为

()*+,- ’./01 234* !5" 6，钨靶 $ 由于微聚焦 ’ 射线光

图 !% 实验得到的相位衬度像（微聚焦 ’ 射线源）（0），（7），（*）和（8）光源到样品距离是 9" 7#，样品到探

测器距离为 9% 7#，’ 射线管电压分别是 5"，:"，!"" 和 !9" ;<，电流均为 !="!>，锡箔厚度为 !9&=!#；（4），

（?），（@）和（)）光源到样品距离为 !9 7#，样品到探测器距离为 A9 7#，’ 射线管电压分别是 5"，:"，!"" 和 !9"

;<，电流均为为 !="!>，锡箔厚 !9&=!#

源的光通量较小，用吸收较强的金开展实验非常困

难，因此，本文实验部分用了吸收相对较小的锡代

替重金属金 $实验样品是锡箔包裹五个聚苯乙烯球，

其中最下面的球为破损的，这一点可以从较为清晰

的相衬成像结果中直接看到（球右侧边界有缺失）$
选取厚度为 !9&=!# 的锡箔，聚苯乙烯微球被

锡箔包裹 $源到样品的距离是 9" 7#，样品到探测器

的距离为 9% 7#$第二种情况，把源到样品的距离调

=9A5!" 期 师绍猛等：强吸收介质内部低 ! 材料结构的 ’ 射线显微成像研究



整为 !" #$，样品到探测器的距离为 %" #$&在这两种

情况下分别改变 ’ 射线光管的电压 &实验结果如图

!( 所示 &

图 !) 实验得到的相位衬度像（微聚焦 ’ 射线源）（*），（+）和

（#）的锡箔厚分别是 ")，), 和 !,,!$，其中（+），（#）里蜂窝结构背

景是探测器光纤的投影，未作处理（’ 射线管电压为 !,, -.，电

流为 !),!/，光源到样品距离为 !" #$，样品到探测器距离为

%" #$）

从实验结果可以发现，随着管电压的增加，成像

效果变得清晰，可以十分容易分辨出来被锡箔包裹

的五个聚苯乙烯微球 &图 !( 所示，矩形阴影区域是

锡箔的成像范围，阴影内的圆边界是聚苯乙烯球的

相衬像 &由于管电压大小不同，光通量有区别，曝光量

在管电压低时就很小，使得相衬像整体比较黯淡 &当
选择合适大小的管电压时，聚苯乙烯球的破损边界在

相衬图上得到了很好的反应，见图 !(（0）—（1）&
另外，由于成像距离不同，图 !(（*），（#），（0），

（2）系列放大倍数（!3" 倍）略小于图 !(（+），（4），（5），

（1）系列的放大倍数（%367 倍）&从视觉上可以看到，

放大倍数大时相衬成像效果要优于放大倍数小时的

相衬像 &（为了排版需要，图 !(（+），（4），（5），（4）的缩

放比例很大，所以从直观上看与图 !(（*），（#），（0），

（8）的图圆球大小与右侧的并无明显差异）

最后，我们选择 ’ 射线管压为 !,, -.，改变锡箔

的厚度：")，),，!,,!$&源到样品 !" #$，样品到探测

器距离为 (( #$&样品的像与样品相比，尺度被放大

%367 倍 &实验结果如图 !) 所示 &
可以看到，厚度增加，内部聚苯乙烯微球边界逐

渐变得模糊 & 当把锡箔厚度增加到 !,,!$ 时，内部

聚苯乙烯的边界已经十分模糊，很难用眼睛直接观

察到内部聚苯乙烯球的具体分布情况，如图 !)（#）

所示 &当厚度再增加，我们的实验室微聚焦 ’ 射线

光源不再适合 &
为了直观的考察内部聚苯乙烯球的尺度，我们

还在样品中加入一根铜丝和发丝进行相衬成像作为

比较，见 图 !6 & 衬 度 较 大 的 是 铜 丝，它 的 直 径 是

!6,!$，发 丝 直 径 !,, !$（ 管 压 9, -.，锡 箔 厚

!"3)!$）&可以从图上估计出最大的聚苯乙烯球（图

!6 最上方的微球）直径约 !!",!$，最小的聚苯乙烯

球直径约 )%,!$&

图 !6 用铜丝和发丝做参照物时的实验相衬像（铜丝直径为

!6,!$，发丝直径为 !,,!$，管压为 9, -.，电流为 !),!/，光源到

样品距离为 !" #$，样品到探测器距离 为 %" #$，锡 箔 厚 度 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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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 论

数字模拟及实验室结果表明，应用 # 射线同轴

轮廓成像技术实现强吸收介质内部低 ! 材料结构

的高分辨无损检测是可行的 $成像质量受入射 # 射

线光子能量、样品到探测器距离以及强吸收介质厚

度等参量的影响 $光子能量较低时，由于强吸收而不

能检测到内部的聚合物，光子能量高到位相衬度占

主导地位时，低 ! 材料结构像的质量变好 $样品到

探测器的距离很小时以吸收成像为主，只有在这一

距离大于 %! &’ 时（对于本研究体系），相位衬度才

逐步增强 $重金属等强吸收介质的厚度较大时，需要

提高入射 # 射线能量，以实现其内部的低 ! 材料结

构成像 $
由于实验 # 射线光源的光子能量及通量较小，

很难满足实验的需要 $因此，本文中用了吸收相对较

小的锡代替重金属金开展实验 $正在建设的上海光

源 # 射线成像线站可提供 %(—)* +,- 的高通量单

色 # 射线，实验装置也针对高分辨相衬成像优化，

必将成为该项研究的理想装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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