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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用于天文观测光谱仪的定标灯系统，其特征

在于，该定标灯系统的结构如下，在白光灯源的

光轴上依次设有色温滤光片、半透半反镜、第一

组透镜、毛玻璃及第二组透镜，在所述半透半反

镜的垂直光轴上，设有钍氩灯；其中白光灯的灯

丝到半透半反镜的距离与钍氩灯灯丝到半透半

反镜的距离相等；所述第一组透镜通过焦点和第

二组透镜耦合。本发明的定标灯系统将两种光源

完美耦合到一个输出点上，是天文光谱仪必不可

少的系统。使用时光源切换方便，光源均匀，两组

光的强度相当。利用盒体作为调整导轨大大简化

了结构，可以节省调整时间节约制作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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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天文观测光谱仪的定标灯系统，其特征在于，该定标灯系统的结构如下，在

白光灯源的光轴上依次设有色温滤光片、半透半反镜、第一组透镜、毛玻璃及第二组透镜，

在所述半透半反镜的垂直光轴上，设有钍氩灯；其中白光灯的灯丝到半透半反镜的距离与

钍氩灯灯丝到半透半反镜的距离相等；所述第一组透镜通过焦点和第二组透镜耦合。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天文观测光谱仪的定标灯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半透半

反镜是将平面镜中心镀上全反射膜，周围镀上增透膜。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用于天文观测光谱仪的定标灯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白光灯源、色温滤光片、半透半反镜、第一组透镜、毛玻璃、第二组透镜及光纤入射透镜均安

装在矩形安装座架上，所述钍氩灯固定安装在灯盒上。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用于天文观测光谱仪的定标灯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矩形安

装座架的侧板和底板同时作为光学元件安装架的凹型导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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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天文观测光谱仪的定标灯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定标系统，具体涉及一种用于天文观测光谱仪的定标灯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光谱观测作为现代天文学的重要观测手段，各类光谱仪几乎成为光学、红外望远

镜的标配仪器。为了精确测定光谱的多普勒频移，高精度天文光谱观测都需要一个光谱定

标系统。因此在天文光谱仪上都配备各类定标系统。一般广为使用的定标光源是钍氩灯，平

场灯源为普通的白光灯。在光谱仪获取定标光源时需要尽可能准确地使两种光源均匀地散

布在光谱仪光源导入端（一般为光纤的入射端）。

[0003] 目前一般的方法是将两种不同的定标光源通过各自的光路传输到光谱仪光源导

入端。该方法一般切换时间长，占用空间较大。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上述不足，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用于天文观测光谱仪的

定标灯系统，该系统使用时光源切换方便，光源均匀，两组光的强度相当。利用盒体作为调

整导轨大大简化了结构，可以节省调整时间节约制作成本。本发明将两种光源完美耦合到

一个输出点上，是天文光谱仪必不可少的系统。

[0005] 完成上述发明任务的技术方案是，一种用于天文观测光谱仪的定标灯系统，其特

征在于，该定标灯系统的结构如下，在白光灯源的光轴上依次设有色温滤光片、半透半反

镜、第一组透镜、毛玻璃及第二组透镜，在所述半透半反镜的垂直光轴上，设有钍氩灯；其中

白光灯的灯丝到半透半反镜的距离与钍氩灯灯丝到半透半反镜的距离相等；所述第一组透

镜通过焦点和第二组透镜耦合。

[0006] 换言之，本发明的方案如图1所示，将白光灯源与钍氩灯光源共轭耦合到半透半反

镜上；即白光灯的灯丝到半透半反镜的距离与钍氩灯灯丝到半透半反镜的距离相等。半透

半反镜可以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通过光学镀膜的手段将平面镜整体镀上透反膜，这样白光

灯源和钍氩灯源光线各有一半通过半透半反镜射到透镜上。另一种是将平面镜中心镀上全

反射膜，周围镀上增透膜，这样白光灯源通过周围的增透膜通过半透半反镜射到透镜上。钍

氩灯源通过中心全反膜射到透镜上。在实际运用时第二种方法优于第一种。通过半透半反

镜后的光束由一组透镜汇聚加强并通过毛玻璃使光束均匀。第一组透镜通过焦点和第二组

透镜耦合。第二组透镜的作用是将光束作焦比匹配，使光束成为入射所需的焦比。

[0007] 在优化方案中，所述的白光灯源、色温滤光片、半透半反镜、透镜、毛玻璃及光纤入

射透镜均安装在矩形安装座架上；所述钍氩灯源固定安装在该灯盒上。

[0008] 该矩形安装座架的侧板和底板同时可作为光学元件安装架的凹型导轨，使光学元

件可以方便地在光轴方向自由调整。

[0009] 即，该定标灯系统除钍氩灯源固定安装在灯盒上外，其余各光学部件安装在矩形

安装座架上，座架安装在矩形灯盒内。灯盒打开顶板后，侧板和底板就成为凹型导轨，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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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源、透镜、毛玻璃等都可以在导轨内沿光轴方向自由移动调整，通过高度方向尺寸的过盈

设计，合上顶板后可以将安装座架压在盒子中锁紧。

[0010] 本发明的定标灯系统将两种光源完美耦合到一个输出点上，是天文光谱仪必不可

少的系统。使用时光源切换方便，光源均匀，两组光的强度相当。利用盒体作为调整导轨大

大简化了结构，可以节省调整时间节约制作成本。

附图说明

[0011] 图1为本发明定标灯系统示意图；

[0012] 图2a、图2b、图2c为灯盒作为导轨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3] 实施例1，用于天文观测光谱仪的定标灯系统，参照图1、图2a-图2c：在白光灯源1

的光轴上依次设有色温滤光片2、半透半反镜3、第一组透镜4、5、毛玻璃6及第二组透镜7、8，

在所述半透半反镜3的垂直光轴上，设有钍氩灯10；图中9为光纤入射端，11为灯盒/导轨。将

白光灯源1与钍氩灯光源10共轭耦合到半透半反镜3上；即白光灯的灯丝到半透半反镜3的

距离与钍氩灯灯丝到半透半反镜3的距离相等。半透半反镜3可以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通过

光学镀膜的手段将平面镜整体镀上透反膜，这样白光灯源和钍氩灯源光线各有一半通过半

透半反镜射到透镜上。另一种是将平面镜中心镀上全反射膜，周围镀上增透膜，这样白光灯

源通过周围的增透膜通过半透半反镜射到透镜上。钍氩灯源10通过中心全反膜射到透镜

上。在实际运用时第二种方法优于第一种。通过半透半反镜后的光束由一组透镜4、5汇聚加

强并通过毛玻璃6使光束均匀。第一组透镜4、5通过焦点和第二组透镜7、8耦合。第二组透镜

7、8的作用是将光束作焦比匹配，使光束成为入射所需的焦比。该定标灯系统除钍氩灯源10

固定安装在灯盒14上外，其余各光学部件安装在矩形安装座架12上，座架12安装在矩形灯

盒14内。灯盒14打开顶板15后，侧板16和底板17就成为凹型导轨，白光灯源、透镜、毛玻璃等

都可以在导轨内沿光轴方向自由移动调整，通过高度方向尺寸的过盈设计，合上顶板后可

以将安装座架压在盒子中锁紧。图中13处为安装架对应尺寸；18处为与安装架尺寸过盈配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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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a 图2b

图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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