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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偏振干涉成像光谱仪进行偏振探测，这一方法将偏振测量与干涉成像光谱技术相结合，一方面能提供辐

射测量所不能提供的物体偏振信息，另一方面又可获取目标的空间图像和光谱，具有比辐射测量更高的准确度 )在
简要分析了利用偏振干涉成像光谱仪进行偏振检测的理论基础上，深入研究了偏振检测的方法，分析比较了目前常

用的偏振探测角度（&*+，,%+）对偏振度探测的影响 )进一步计算推导出偏振测量的最优探测角度，将之与以往常用的探

测角度进行了分析比较，证明了此最佳探测角度可以有效地减小偏振误差、提高偏振探测的精度 )这将极大地提高偏

振干涉成像光谱仪的应用范围，为新型偏振干涉成像光谱技术的研究以及仪器研制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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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引 言

以往对成像光谱仪的研究通常仅限于对光的干

涉特性的利用［!—$］，即由干涉图得到目标的光谱图

（色散型成像光谱仪则是直接获得目标特征光谱）而

忽略了富含目标特性的偏振信息［(］)事实上，利用偏

振信息进行目标分析、识别等技术正日益广泛地被

应用于各个领域 )例如，可根据反射和透射光的偏振

特性能获得光介质（如表面粗糙程度等）表面信息，

探测出光介质的内部结构和材料特性；利用介质散

射和目标反射光的不同偏振特性可排除粒子散射光

的干扰从而提高水下图像的清晰度；利用激光雷达

分析云层散射光的偏振特性能遥感大气中各种气溶

胶的存在等 )为了充分利用光的干涉特性和偏振特

性，我们在结合现有的偏振干涉成像光谱技术与偏

振探测技术原理的基础上［’—!!］，加以技术上的优化

改进，提出了一种利用现有偏振干涉成像光谱仪获

取探测目标的偏振参数（偏振度、偏振方位角等）的

新方法 )可为地球资源的遥感和军事目标微弱信号

的检测等提供新的有效手段，也可为云和大气气溶

胶的深入研究提供新的信息来源等多种用途 ) 目前

我们已在理论上论证了其可行性，并对探测方法进

行了初步的误差分析［!#］，虽然目前仍受限于探测角

度范围有限（当前仅限于主平面内垂直入射的情

况）、旋转器件的探测方案可能降低系统原有的稳定

性等，但其高通量、高灵敏度、高光谱分辨率、高信息

密度的特点，必将极大地拓展干涉成像光谱仪的应

用范围，丰富信息获取的多元化 )
为了最大限度地提升偏振干涉成像光谱仪获取

偏振信息的可靠性和精确度，减小偏振探测在实验

和工程中对仪器性能要求和环境的限制，从而进一

步拓宽利用偏振干涉成像光谱仪进行偏振检测的应

用范围，本文在简要分析了利用偏振干涉成像光谱

仪进行偏振检测的理论基础上，深入研究了偏振检

测的方法，推导出偏振测量的最优探测角度，并将之

与目前在偏振检测中普遍使用的探测角度（&*+和

,%+）进行了分析比较，证明了此最佳探测角度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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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地减小偏振误差、提高偏振探测的精度，为偏振

检测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提供了一个最优化探测角

度的参考标准 !

" # 偏振测量的基本原理

!"#" 偏振态的表示方法

偏振是各种矢量波的一种基本性质，是指用一

矢量波来描述空间某一固定点所观测到的矢量波随

时间变化的特征 !电磁波实质上也是矢量波，光的偏

振狭义上是指光波在垂直于其传播方向的平面内不

同方向上的振幅不同的现象，通常用 $%&’() 参数表

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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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 "，#，$，% 四个 $%&’() 参量都是光强的时间平

均值，具体定义如下：" 表示光的强度，为入射总光

强；# 表示光水平方向的线偏振分量，为水平偏振

与垂直偏振之间的强度差；$ 表示 ,67方向上的线

偏振分量，为光的线偏振分量在 8 ,67方向之间强度

差，% 表示光的圆偏振分量，为光的左、右旋圆偏振

分量的强度差 !与琼斯矢量不同的是，$%&’() 矢量可

以完全地描述光的偏振状态，并适用于复色光 !具体

而言，光的偏振度用 $%&’() 参量可表示为

( - #" / $" / %! " 9 " !
偏振方位角可表示为

" - :;2%:4（$ 9#）9" !

!"!" 偏振参数的基本测量方法

目前通用的偏振态测量方法如下：在待测光路

中引入起偏器和相位延迟器件通过测得调制光强求

$%&’() 参量，调制方法可以分为偏振片的机械旋转、

电光或磁光调制以及四分光同时调制测量等［*+，*6］!
偏振光调制方法的 $%&’() 参量检测方法通常采用一

个 *9, 波片和一个起偏器对光的偏振态的 $%&’() 参

量进行检测，先不用 *9, 波片，通过在光路中旋转起

偏器，得到三个 $%&’() 参量 !5，!*，!" ! 然后再在光

路中插入 *9, 波片，通过旋转 *9, 波片得出最后一个

$%&’() 参量 !+ !通过以上方法可以测得光波的 $%&’()
参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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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际测量过程中由于光的左右圆偏振特性难

以准确测量，而且在通常情况下目标的反射光或者

目标自身的辐射都是线偏振分量占主要部分［*<］，因

此只需提取目标的线偏振特性，即 $%&’() 矢量中的

"，#，$ 分量，而无需提取圆偏振分量即可有效地进

行目标识别 !

+ # 利用偏振干涉成像光谱仪进行偏振

探测

$"#" 偏振干涉成像光谱仪基本原理

图 * 是我们自行研制的基于双折射晶体（$:=:;%
偏光镜）分光器的时空混合调制偏振干涉成像光谱

仪的光路图［*>—"5］!其中的 $:=:;% 板的具体结构如图

" 所示，由 " 块厚度相等的单轴正（负）晶体组成，前

板光轴在 &? + 平面内且与 &，+ 轴正向成 ,67角，后板

光轴在 ’? + 平面内，并与 ’，+ 轴正向成 ,67角 ! 光源

! 发出的光通过狭缝后经起偏器变为沿偏振片偏振

方向振动的线偏振光，入射到 $:=:;% 偏光镜上后发

生双折射，成为两束线偏振光：寻常光（& 光）和非寻

常光（( 光），& 光沿原入射方向传播，( 光则发生偏

折 !而在进入 $:=:;% 偏光镜右板时，由于光轴方向的

改变，原 & 光变成 ( 光，原 ( 光变成 & 光 ! 出射光变

成两束有横向剪切量、振动方向互相垂直且平行于

原入射光传播方向的线偏振光 ! 经分析器后两束光

振动方向一致，经成像镜后在探测器表面相遇，由于

满足相干条件（同频率、同振动方向、有固定的相位

差），最终形成干涉图样，此即干涉成像光谱技术的

基础理论 !

图 * 时空混合调制偏振干涉成像光谱仪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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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偏振干涉成像光谱仪来测量 !"#$%& 参量的关

键是要看其能否产生与偏振片等同的通光偏振效

果 ’由文献［()］可知，系统最终的出射光强为 !#*" +
!) + !( + !,#&（-./ 0!），所以 "#*" + " 12 ,#&)（-./ 0!）

+ !) ,#&)（-./ 0!），此与通过单一偏振片时的光强

变化表达式完全相同，也就意味着可以利用偏振干

涉成像光谱仪来进行偏振光的测量 ’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方法只适用于 !3435" 零光

程差点的位置，否则最终的光强叠加的表达式中将

有干涉项的存在，从而无法满足偏振光测量的需要 ’
因此，偏振干涉成像光谱仪在平行光垂直入射的情

况下将达到最充分的利用 ’

!"#" 实验测量方法

如图 ) 所示，将偏振片 6(，6) 和 !3435" 板作为一

个整体 6!6，通过旋转三次（使偏振片的偏振方向转

到 # 轴、$ 轴及 -./三个方向）获得目标光源在三个

方向上的偏振强度参数 "#，"$，"-./ ’

图 ) 6!6 空间结构原理图

由偏振参数的基本测量方法可知，目标的三个

!"#$%& 参量 %7，%(，%) 与强度 "#，"$，"-./的关系如下：

%7 + "# 8 "$， （9）

%( + "# 0 "$， （-）

%) + ) "-./ 0 %7 ’ （.）

进而可求得目标偏振度

& +
%)

( 8 %)
) 8 %! )

9

%7
， （:）

式中 %9 + "; 0 "<，其中 "; 代表目标光源右旋圆偏

振光分量，"< 代表目标光源左旋圆偏振光分量 ’ 可

知 %9 表征的是目标光源圆偏振光的特性参量，但在

遥感偏振目标探测识别中 %9 的数值一般很小［(:］，

可近似认为是零，故（:）式可简化为

& +
%)

( 8 %! )
)

%7
’ （=）

结合（9）—（.），（=）式，可通过测得 "#，"$，"-./ 来计算

得到目标物的偏振度信息及偏振识别，此即我们利

用偏振干涉成像光谱仪测量偏振 !"#$%& 参量的基本

原理 ’

!"!" 常用偏振探测角度分析比较

目前偏振探测中通常采用的探测角度为 -./或
者 :7/’ 以上述实验方法为例，将偏振片 6(，6) 和

!3435" 作为一个整体 6!6，旋转角度为 -./，则通过三

次旋转（使偏振片的偏振方向转到 #、$ 及 -./三个

方向）获得目标光源在三个方向上的偏振强度参数

"#，"$，"-./由（(）式可推得其三个 !"#$%& 参量分别为

%7 + "# 8 "$， （>）

%( + "# 0 "$， （?）

%) + ) "-./ 0 %7 ’ （(7）

若探测角度为 :7/，则上述公式将变为

%7 + )（ "7/ 8 ":7/ 8 "()7/）@9， （((）

%( + )（) "7/ 0 ":7/ 0 "()7/）@9， （()）

%) + )（ ":7/ 0 "()7/）!@ 9 ’ （(9）

再由（=）式获得目标的偏振度信息 ’即可通过测得三

个强度值来获取目标物的偏振信息，进而用于偏振

探测及偏振识别 ’
由文献［()］可知，若没有转动误差，则 -./与 :7/

两探测方案计算所得的偏振度 & + (，这也与假设一

致，即线偏振光的偏振度恒为 ( ’但由于机械控制和

工程上的原因，系统不可避免地在转动探测中出现

一定的转动误差 ’现以 -./方案旋转为例，假设在三

次转动中的误差分别为 ’(，’)，’9，则

"A-./ + !) ,#&)（" 0 -./ 8 ’(），

"A# + !) ,#&)（" 8 ’)），

"A$ + !) ,#&)（" 8 ?7/ 8 ’9）’ （(-）

进而可知偏振度表达式由（=）式转变为

&A +［（!) &12)（" 0 ’9）0 !) ,#&)（" 8 ’)））)

8（)!) ,#&)（" 0 -./ 8 ’(）0 !) &12)（" 0 ’9）

0 !) ,#&)（" 8 ’)））)］(@)［!) &12)（" 0 ’9）

8 !) ,#&)（" 8 ’)）］0(， （(.）

则偏振度误差

!& + &A 0 &
& +［!- ,#&) )" 8（)!) ,#&)（" 0 -./）

0 !)&12)" 0 !),#&)"）)］(@) !0) 0［（!)&12)（" 0 ’9）

0 !) ,#&)（" 8 ’)））) 8（)!) ,#&)（" 0 -./ 8 ’(）

0 !) &12)（" 0 ’9）0 !)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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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偏振度误差不仅仅与转动误差 "+，""，"’ 有

关，且与目标光源本身的偏振特性有关 ,为了直观地

表现出它们之间的直接关系，我们分别给出了入射

光偏振方向在 ./—01/间变化与转动误差 "+，""，"’

各自对偏振度误差影响的关系（图 ’）,

图 ’ 探测角度为 01/时偏振度误差随入射光偏振方向与转动误

差 "+，""，"’ 的变化关系 （2）"+，（3）""，（)）"’

同理，可计算出在 -./探测角下的偏振度误差

!# 4 #5 & #
# [4 （

0
’ !" )*#"（! & 01/）

& "
’ !" )*#"（! ( +1/）& "

’ !" )*#"（! ( 61/））"

( +
’（"!" )*#"（! ( +1/）

& "!" )*#"（! ( 61/））]"
+7"

[! "
’ !" )*#"（! & 01/）

( "
’ !" )*#"（! ( +1/）

( "
’ !" )*#"（! ( 61/ ]）

&+

&［（! & 01/ ( "+）

& "
’ !" )*#"（! ( +1/ ( ""）

& "
’ !" )*#"（! ( 61/ ( "’））"

( +
’（"!" )*#"（$ ( +1/ ( ""）

& "!" )*#"（$ ( 61/ ( "’））]"
+7"

[! "
’ !" )*#"（! & 01/ ( "+）

( "
’ !" )*#"（! ( +1/ ( ""）

( "
’ !" )*#"（! ( 61/ ( "’ ]）

&+
, （+6）

得到的偏振度误差变化特性如图 0 所示 ,
比较图 ’、图 0 可以看出，系统以 01/旋转探测

时偏振度误差线性关系较好，但是以 -./旋转时则系

统误差较小 ,为了达到 .8+9的偏振探测精度条件，

要求当 01/旋转时，转动误差需小于 .8.+1/（.8:5）；

当 -./旋转时，转动误差需小于 .8."1/（+815）。

图 1 是旋转误差 "+ 4 "" 4 & "’ 4 .8."1/时 01/
旋转与 -./旋转角度下的各自偏振度误差曲线图 ,由
图 1 可知，在绝大部分情况下（入射光的偏振方向大

于 +"/时）-./旋转的偏振度误差要小于 01/旋转的偏

振度误差 ,

!"#" 偏振探测角的优化计算

通过以上的计算不难看出，目前偏振探测中普

遍采用的 01/和 -./探测角度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这两

种情况下测得的光强与 ;<*=># 参量间的关系比较简

单，便于后期计算处理 ,随着当前计算机技术与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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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旋转角度为 "#$时，偏振度误差随入射光偏振方向与转动误

差 !%，!&，!’ 的变化关系 （(）!%，（)）!&，（*）!’

处理技术等相关技术的进步，数据处理已不再是偏

振探测中的主要难题，而如何进一步提高偏振探测

的精度和准确率则成了限制其进一步发展和应用的

关键因素 +因此，需要寻找比 !,$和 "#$具有更高的精

确度和准确率的适用偏振探测角 + 通过系统的分析

与计算，我们最终找到了这一探测角 +下面给出具体

图 , 偏振探测角度为 !,$和 "#$时的偏振度误差变化曲线比较

旋转误差为 #-#&,$

的推导过程 +
由矩阵光学［%!］可知，偏振片的 ./0012 矩阵为

"3 4 %
&

% *56&! 678&! #
*56&! *56& &! 678&!*56&! #
678&! 678&!*56&! 678& &! #











# # # #

，

（%9）

其中!是偏振片的透振方向与光轴的夹角 + 因此，

当一束光透过偏振片之后，它的 :;5<16 参量变化

如下：

#= 4 %
&

% *56&! 678&! #
*56&! *56& &! 678&!*56&! #
678&! 678&!*56&! 67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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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4

##

#%

#&

#













’

代入（%>）式，得到实验测得

的光强与目标光源 :;5<16 参量的关系如下：

$ 4 %
&［## ? #% *56&! ? #& 678&!］+ （&#）

由（&#）式可知，为了得到所需目标偏振信息全部的

:;5<16 参量，只需在三个不同的方位测量三个不同

的光强，即可构建如下方程组：

& $# 4 ## ? #% *56&!# ? #& 678&!#，

& $% 4 ## ? #% *56&!% ? #& 678&!%，

& $& 4 ## ? #% *56&!& ? #& 678&!&， （&%）

式中 $#，%，&为对应不同探测方位角!#，%，&的光强 +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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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组（!"）可得在三个任意探测角度下的 #$%&’( 参量 表达式 )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1%(!!" . 1%(!!!）/ ""（1%(!!! . 1%(!!*）/ "!（1%(!!* . 1%(!!"）］

0(,-（!* .!"）(,-（!" .!!）(,-（!! .!*）
)

（!!）

考虑到旋转误差的存在，则（!!）式可最终表示为

!*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 .*（1%(!!" . 1%(!!!）/ " ."（1%(!!! . 1%(!!*）/ " .!（1%(!!* . 1%(!!"）］

0(,-（!* .!"）(,-（!" .!!）(,-（!! .!*）
，

（!2）

其中

" .* + #! 1%(!（! .!* / 3’$"），

" ." + #! 1%(!（! .!" / 3’$!），

" .! + #! 1%(!（! .!! / 3’$2）)
因此，最终得到的偏振度与偏振探测角的关系如下

式所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其中

# + "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图 4 展示了由（!0）式确定的不同偏振探测角度

下不同偏振方向光线在各典型相同旋转误差情况下

的偏振度误差变化曲线 )由图 4 易知，虽然在不同探

测角度下，计算得到的不同偏振方向偏振光的偏振

度误差变化曲线不是唯一的，但在 45678探测角附近

偏振误差达到极小区域 )这里需要指明的是，虽然图

中有个别区域针对特定的偏振方向光的偏振度误差

为零，但是在这个探测角度下获取的其他偏振方向

的偏振光的偏振度误差一般都远远大于 *6"9的偏

振探测精度要求，因此不适宜用来做偏振探测角 )以
图 4（:）为例，在旋转误差为 ";的情况下，假设入射

光线偏振方向为 278，当探测角度为 45678时它的偏

振度误差只有 078时的一半，是 4*8情况下的 4*9左

右 )类似的结果也可以由其他各图中得出 ) 因此，不

难得出结论，45678是比 078 或 4*8更适宜的偏振度探

测角 )

0 6 结 论

在简要介绍利用自行研制的基于 #<=<>$ 偏光镜

的偏振干涉成像光谱仪获取探测目标偏振参数（偏

振度、偏振方位角等）新方法的基础上，深入研究了

偏振检测的基本方法，比较了目前普遍使用的 078和
4*8探测角对系统偏振度误差的影响，进一步导出了

偏振测量的最优探测角度 ) 最佳探测角度的推导计

算不仅为新型偏振干涉成像光谱技术和偏振探测技

术的研究以及仪器研制、性能改进等提供了重要的

理论依据，也将进一步拓展偏振干涉成像光谱仪的

应用范围，使之不但能获取目标的二维空间信息和

一维光谱信息，同时也能获得目标的偏振信息，从而

将偏振干涉成像光谱仪由以往的看作是照相机与光

谱仪功能的结合，进一步提升为成像仪、光谱仪、偏

光仪功能的一体化，这也意味着偏振干涉成像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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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在目标信息的提取与目标识别方面比以往的方法 又多了一种新手段 !

图 " 不同旋转误差下偏振度误差随探测角度的变化曲线 （#）旋转误差为 $%&’时的偏振度误差曲线，（(）旋转误差为 )’
时的偏振度误差曲线，（*）旋转误差为 &’时的偏振度误差曲线，（+）旋转误差为 ,$’时的偏振度误差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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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CB#/ 2 ?，23#/4 5 6，23#7 8 5 9$$: !"#$ %&’( ! )*+ ! !" "<),
（ ./ 53./=>=）［袁志林、张淳民、赵葆常 9$$: 物理学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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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曹念文、刘文清、张玉钧 9$$$ 物理学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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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0 1，23#/4 5 6，23B 8 1，23#7 8 5，NB - 9$$; !"#$ %&’( !

)*+ ! !$ :&"&（./ 53./=>=）［简小华、张淳民、祝宝辉、赵葆常、

杜 娟 9$$; 物理学报 !$ :&"&］

［),］ N#L#>K - H 9$$& %0;$5*<$#*0+ -.#*"( *+ 98;8"0112+*"$#*0+(（H=I

C7JK：AOJ./4=JPQ=RE#4）

［)<］ S3=7*#J.> T A )G:G =$#5*> 9&805’ 0: %&0#08;$(#*"*#’（H=I C7JK：

AOJ./4=JPQ=J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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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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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4 2 1，23#/4 5 6，23#7 8 5，?. C 5，DB V M 9$$" !"#$

%&’( ! )*+ ! !! ",:<（./ 53./=>=）［彭志红、张淳民、赵葆常、李

英才、吴福全 9$$" 物理学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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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叶剑勇、张淳民、赵葆常 9$$: 物理学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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