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光学系统总体布局设计方法 
 

西安一傲光学设计工作室  姚多舜 

 

一、 前言 

光学系统，特别对一个比较复杂的光学系统，在系统设计初期就必须根据光学仪器总体要求利用光

学系统基本结构元件，合理安排系统光路走向，完成光学系统总体布局设计，然后才是光学系统具体结

构设计，像差平衡以致适当公差分配，最终获得一个结果与性能俱佳的优质光学系统。一个较复杂的光

学系统，往往不只是几片简单光学零件的组合，有时还可能是各种不同变焦系统结构，甚至还会有各种

不同要求的多光谱，共轴或非共轴的多个子系统结合的多光路系统的融合，才能满足光学仪器总体的多

功能需求。OCAD 光学系统自动设计程序提供了一个具有特色的光学系统总体布局平台，可以利用光学

系统的各种结构元件合理布局构建光学系统草图，直接显示并方便协调光线走向，实现光学原理，使得

在光学系统设计的初期完成光学系统总体布局初始设计，接着还可以利用 OCAD 程序的其他初始结构设

计功能完成光学系统初始结构参数设计，为下一步光学系统成像质量优化及其他后期设计打下基础。 

 

图 1-1  一般光学系统总体布局设计平台界面 

 

图 1-2  连续变焦光学系统总体布局（显示凸轮曲线）界面 

   

图 1-4 多光路光学系统总体组合布局界面 

 



 
 

 
 

二、 光学系统的设计输入 

在进行光学系统设计之前，首先需要明确总体对光学系统的技术要求，也称为设计输入参数，这些属

于整个光学系统设计的依据。其中包括：光学系统的类型、系统目标特性、系统像方特性、光学系统总

体布局要求以及对光学系统通光量的要求等。 

有了以上设计要求方能着手光学系统的方案设计。以往的这段工作都是由设计人员在纸面上构思，反

复进行光学系统总体勾画，选择最佳方案。目前有了 OCAD 光学系统自动设计程序，有效地提供了初始

方案草图设计的平台。使用时只需在该程序的工具条里选择“光学系统总体布局设计”的功能就可顺利

完成光学系统总体方案设计工作。 

 

图 2-1  光学系统总体布局设计初始建模的选择 

点开之后出现窗口如图 2-2。 

 

图 2-2 光学系统总体布局设计窗体 

窗体分为两部分，左半部是数据部分，如图 2-3。右半部为绘制方案草图的绘图平台。在数据部分的

上部填写相应光学系统的设计要求。其中包括系统视场范围、入瞳大小、系统渐晕系数，还有便于绘图

用的比如光轴倾角、绘图比例以及图幅选择以及图形横排或竖排的选择等。 

 

图 2-3 窗体性能参数填写部分 



 
 

 
 

     

图 2-4  物方参数的选择 

   

图 2-5  通光孔径形式的选择 

对于其他要求，可以利用主窗体的主菜单的“编辑”内的“系统基本数据”窗体内选择“系统波长”

及“系统环境”等内容。 

三、 一般光学系统的设计 

填写完对光学系统的设计技术要求之后就可以在窗体右侧的绘图框内绘制光学系统方案草图。绘图框

的基本尺寸默认为一张横排的 A4 图纸。如果根据系统总体尺寸的要求需要调整绘图框图纸图幅的尺寸，

可以利用界面是文字框从 “图幅选择”中选择，点击“图幅选择”后会出现一个下拉式菜单，从中选择

所常用的图幅尺寸代号，如果不满足还可以选择“自定义”，给定需要的横向尺寸和纵向尺寸，如图 3-1。

如果需要调整图纸横排或竖排的形式，只要在窗体左侧的数据框内的“横排”或“竖排”的选择框内点

击就可以自动变换，如图 3-2。 

 

图 3-1 图幅尺寸选择 

    

图 3-2  图纸的横竖排列选择 

通过以上设置即可进行光学系统初步方案草图绘制。所有光学系统，其基本元素都不外乎是由透镜、

光栏、反射镜以及折射棱镜等组成。光学系统初始结构方案的绘制，就是依次在绘图框内安排各种不同



 
 

 
 

光学元素，作为棋子一样排兵布阵。在布阵时，先在左侧数据框的表格框内“元件名称”列的对应面序

号栏内点击，立即在对应位置出现“命令集”下拉式菜单，从中选取所需光学元素。 

一） 初始方案草图绘制 

1. 透镜的绘制 

透镜是构成光学系统的最基本元素，由于透镜具有相应光焦度，所以他是光线成像的基本元素。透镜

焦距为零时就是保护玻璃或分划镜。一般光学系统的前端第一个零件都用透镜（或保护玻璃）。因此在

绘制光学方案草图时首先在绘图框内先画透镜。 

绘制透镜时，先在 下拉菜单“命令集”中选取“透镜”，同时界面要求输入透镜焦距值，然后在右

侧绘图框内光轴上相应位置点击划动一下，等出现一条蓝色线条定位后确定透镜所在位置，程序自动绘

制出该透镜图形并显示系统光线，同时在数据表格内显示有关参数。绘图过程见图 3-3 所示。绘图结果

如图 3-4。依此类推可以反复绘制许多所需要的透镜元素构成光学系统。 

  

  

图 3-3 透镜的绘制过程 

 

图 3-4 透镜的绘制 

2. 反射镜的绘制 

反射镜同样也是构成光学系统的组成元素之一。由于反射镜通过对光线反射成像，同时，由于反射镜

与光轴夹角的改变可以用于折转光轴。 

在绘制反射镜时，与上相同，在命令集内选择了“反射镜”，绘制反射镜时首先需要输入反射镜的焦

距值，接着还有输入反射镜与光轴的夹角，然后在绘图框内适当位置点击，即可自动绘制出所需图形，

如图 4-5 右侧图形。由于反射镜的焦距是由反射镜不同表面半径决定的，为简化方便在方案草图中均用

平面表示。 



 
 

 
 

   

 

图 3-5 反射镜的绘制 

3. 折射棱镜的绘制 

折射棱镜在光学系统内不仅可以起到折转光轴的作用，还可用来对物象起到倒像或镜像转换作用。在

绘制折射棱镜前首先要在命令集内选取“反射棱镜”，如图 3-6。由于折射棱镜有较长的光轴展开长度，

相当于一块有相当厚度的平板玻璃，具有不同等效空气层，因此在绘制反射棱镜时还须给出棱镜材料的

玻璃牌号名称，如图 3-7，然后从在界面上显示反射棱镜名称的下拉式菜单上选择需要的反射棱镜名称，

如图 3-8。由于反射棱镜是非对称元件，在选择棱镜名称后还有按提示要求输入棱镜主截面与图面的沿光

轴夹角，有些棱镜还需要继续输入比如棱镜光轴长度延长尺寸或棱镜潜望高度等参数，可按界面提示输

入。所需数据填写完毕后，在绘图框内棱镜应该位置是点击划动一下，等出现一条蓝色线条定位，即可

自动绘制出该反射棱镜图形如图 3-9。 

 

图 3-6 反射棱镜的名称选择 

 

图 3-7 输入反射棱镜玻璃材料牌号 

 



 
 

 
 

图 3-8 选择反射棱镜的棱镜名称代号 

 

图 3-9 系统内绘制反射棱镜元素 

4. 孔径光栏的绘制 

孔径光栏虽然不是光学零件，但可在光学系统内对主光线位置起着决定作用，而且会影响整个光学系

统外形尺寸的作用。 

在绘制孔径光栏时，按以上方法在命令集内选择“光栏”，然后在绘图框的光学系统内光栏位置上点

击划动一下，等出现一条蓝色线条定位，即可自动绘出孔径光栏图形，并自动求解出主光线的位置，如

图 3-10。 

 

图 3-10 绘制系统内孔径光栏 

按照以上方法绘制系统内各不同光学元素后，如果需要继续排布其他元素，可以按同样方法依次绘制。

每次都可随意选择不同光学元素。如图 3-11。 

   

   

图 3-11 绘制出的各种不同光学系统方案草图 

5. 望远系统的参数建立 

作为目视的望远系统，目标在无限远处，经系统成像后由目镜出射的像方也应该在无限远处便于人眼

接收。为了获得出射平行光线，要求系统物镜像面与目镜前焦面重合。如果系统有分划镜，还要求物镜

焦面、分划面以及目镜像面三者彼此都要重合。为了满足这一要求，在绘制方案草图时，应该使系统物



 
 

 
 

镜与目镜间空气间隔等于物镜后截距与目镜前截距之和。在操作时可以点击该间隔数据后一列的间隔特

性处，界面会出现一个下拉菜单，给出多项选择，其中包括：物镜后截距、目镜前截距以及物镜目镜间

隔等三项。如果系统没有分划板，可以直接选择”物镜目镜间隔（L12）”，程序会自动计算出物镜后截

距和目镜前截距总和并输入给物镜和目镜间的空气间隔值构成望远系统完整数据。 

    

图 3-12 望远系统的参数建立 

如果系统内有分划板，还要求物镜像面与分划面重合。此时必须分别要求物镜与分划面之间间隔等于

物镜后截距，分划面与目镜间隔等于目镜前截距。此时就要在下拉菜单内分别选择“物镜后截距（L1）”

和 “物镜目镜间隔（L12）”，程序自动计算出对应数据输入，构成完整望远系统数据参数。 

 

图 3-13 带有分划板的望远系统的参数建立 

6. 显微物镜放大倍率的物距给定 

显微镜的放大倍率决定着显微镜的显微放大能力。当显微镜的焦距值一定时，决定其放大倍率的取决

于系统物面距离。为此在一个显微系统初始方案建模完成后，确定系统物距是很重要。本程序就具有自

动求解并输入显微物镜物距的功能。在操作时只要在界面的数据表格内物距数据特性栏内点击， 然后出

现下拉式菜单，从中选择“计算物面距离（Lo）”， 再根据提示输入系统角放大率值，程序会自动求解

并输入显微物镜的物距值。 

    

图 3-14 根据放大倍率求解显微物镜物距参数 

二） 方案草图的调整与修改 

既然是方案草图只是光学系统结构方案的初步设想，必然需要结构反复调整修改才能逐渐成熟。 



 
 

 
 

1. 元件参数的修改 

光学元件的参数包括各光学元素的焦距值、反射镜的表面倾斜角以及各光学元素之间的空气间隔等，

对于折射棱镜，还可以重新选择棱镜名称及其相应参数。总之，凡是在绘图过程中输入的数据均可方便

地修改。修改方式有两种，一是直接在数据表格内修改重新输入所需数据，第二种方法是在点击了需要

修改是数据时在上方会出现一个可调整数据的拉杆工具条，只要拉动工具条，对应数据就会连续变化，

直到满足要求为止，如图 3-15 所示。比如需要调整系统在第一块透镜的焦距，首先利用鼠标点击表格框

在指定光学元素所在序号中元件焦距数据，立即可以看到上方出现的拉杆条，此时拉到拉杆条指针，就

可发现图相框内图形在动态变化，指定松开鼠标修改结束。其他参数修改于此类似。 

   

图 3-15  元件参数的修改 

2. 元件布局位置的调整 

方案草图的调整与修改不仅只是修改某光学元件的本身特性参数，各元件之间的相对位置也同样是光

学系统的重要参数。 

为了调整光学元素的空间位置在修改指定参数时还必须保持其他元素的位置不变，比如要在系统在改

变其中孔径光栏位置，或者叫把孔径光阑在前后两个透镜间移动，此时可以利用工具条在“位移”功能。

首先点击数据框内对应“光栏”元件，然后选择工具条在“位移”按钮，可以发现有许多子功能，选择

其中“单件拖移”，此时在绘图框内需要元件会变成红色提示，再利用鼠标点击该元素，沿光轴方向移

动，直接该元件随之移动，其他元件保持不动，指定带起鼠标，调整完毕。 

 

  

图 3-16 元件的单件拖移 

如果要求一次同时调整连续几个光学元素位置，可以利用子工具条内“局部拖移”功能，和以上类

似，先选择需要移动的前一个元件序号后在选择“局部拖移”功能后界面提示需要输入局部元件的最后



 
 

 
 

一个元件的随着面序号，其余相同，调整后的效果如图 3-17。 

 

 

图 3-17 部分元件的集体拖移 

以上光学元素的位移不仅可以使用鼠标拖移方法，也可以给定移动数据，采用单件数移或局部数移

方法实现。 

3. 元件的添加与删除 

在方案草图设计过程难免需要随时添加或删除不同光学元素。需要删除时很简单，只要首先指定数据

框内数据表格内需要删除对象，利用工具条中“删除”按钮，即可立即完成。如果需要添加新光学元素，

需要首先指定添加光学元素的上一行相应序号，等出现“命令集”后即可顺利添加所需元素。 

4. 图形绘制的比例及位置调整 

在系统方案修改与调整过程中，会产生整个图形在图纸内的尺寸变化，甚至超出图纸范围或图形位

置不平衡，此时可利用工具条内“位移”按钮或“缩放”按钮及时调整。需要调整图纸绘图比例时，可

选择“缩放”按钮，图面上出现斜向箭头图标，顺箭头方向左右移动即可调整图形比例。如需整体移动

图形，可选择“位移”按钮，图面出现十字形图标，鼠标可以任意拉到图形移动的任意位置，直到满意

为止，如图 3-18。在进行图形位移时还可以选择“缩放”按钮的子按钮中“全局数移”按指定数据移动。 

 

 

图 3-18 图形的缩放与位移功能 

如果只需要调整绘图比例，可利用窗体数据界面内“绘图比例”功能，此功能比较简单，一方面可



 
 

 
 

以直接修改绘图比例数据，同时还可以使用拉杆条拖动，连续修改绘图比例，动态显示修改效果指定合

适为止，如图 3-19 所示。 

 

图 3-19 使用“绘图比例”调整图形绘制比例 

三） 外形尺寸计算 

完成光学系统总体布局设计的初始草图只是光学系统设计的第一步，接着就可以通过外形尺寸计算，

求解各光学元件的 PW 值查看该元件在系统内的像差贡献，为了整个系统的像差便于平衡，须让各光学

元件的像差贡献大致平衡才可容易获得成像质量满意的系统。 

为了求解光学系统的外形尺寸以求得系统 PW 值分配，首先点击界面上方“下一步”按钮，然后输入

必要的三级像差系数要求值，再点击左上方“确定”按钮，程序会自动求解出系统各元件的有关数据。 

    

图 3-20 光学系统外形尺寸计算 

四） 初始结构设计 

求得各光学元件的 PW 值之后，即可以对各元件逐一进行初始结构设计。当需要设计指定元件时，就

在对应表格中的“选择”栏内点击，设计立即开始。 

 

图 3-21 初始结构设计选择界面 

1、 透镜设计 

在初始设计草图中的“透镜”仅只是一个“光学元件”符号，还不是具体光学零件，要把它转换成真

正意义的“透镜”还需要进一步利用 OCAD 程序内的“系统结构单元初始设计”功能完成。当对透镜设

计点击“选择”后，界面会自动出现具体透镜设计窗体。具体透镜结构可以是单透镜、双胶合透镜以及

单透镜与胶合透镜的组合等多种形式供选择。 



 
 

 
 

 

 

图 3-22 系统结构单元初始设计界面 

在出现“系统结构单元初始设计”时，程序会显示该“透镜”的基本参数要求，比如镜头焦距值、

镜头孔径以及对透镜 PW 值的要求等，可以根据这些要求选择透镜的具体结构形式，比如单透镜、胶合

透镜以及多透镜组合等各种结构形式。如果选择双胶合透镜，就可以按提示选择透镜玻璃组合，进而直

接计算出胶合透镜的表面半径中心厚度等具体结构参数，完成该条件的结构设计。如有不合适还可以进

一步修改，满意之后再前面表格中点击“保存”即可。 

   

图 3-19 透镜结构单元初始设计界面 

 

图 3-20 透镜结构单元设计保存 

对于有些透镜，其相对孔径比较大，或 PW 值要求较高，一片透镜或透镜简单组合满足不了要求，

虽然在设计草图内只用一块透镜单元表示，但实际上需要多组透镜才能承担，必须在具体设计时进行复

杂化处理。例如本设计例子中目镜焦距为 50，而其通光孔径则要求 43.75，显然一块透镜无法满足要求，

参数可以把它分裂为两块焦距分别为 100 的双胶合透镜以及一组单透镜与双胶合透镜的组合，如图所示。 

 



 
 

 
 

图 3-21 多透镜结构单元初始设计界面 

2、 反射镜设计 

反射镜是个结构比较简单的光学元素，只有一个反射面构成。因反射面的表面半径决定反射镜的焦距

值。反射镜半径用来会聚光线，还可以利用其对光轴的倾斜或偏心折转光轴。由于其倾斜或偏心都可实

现折转光轴的作用，为简便起见以上初始结构建模时都用倾斜表示，而且在绘图时都用平面表示。反射

镜的结构参数比较简单，只是有了焦距值就可以了，所以在具体结构设计时只要在“选择”框内点击，

程序会自动完成结构设计并自动“保存”。 

 

 

图 3-22 反射镜结构单元初始设计界面 

3、 反射棱镜设计 

反射棱镜也是个结构比较简单的光学元素，只要反射棱镜的标准代号以及其通光孔径确定，该反射棱

镜就有了明确的结构尺寸，不需更多处理。同样，只有在窗体数据表格中使用“选择”栏确定，程序会

自动完成系统结构的设计工作，完成后自动“保存”。 

 

 

图 3-23 反射棱镜结构单元初始设计界面 



 
 

 
 

4、 孔径光栏设计 

孔径光阑不是有效光学元件，只是利用系统内一个金属框或透镜框遮拦部分光线的通过，借以改变系

统主光线的位置，从而影响系统像差变化，为此它在光学系统结构设计时也起着重要作用。在光学系统

总体布局设计初始结构自动建模阶段把它作为一个光学元件使用。在由系统初始建模转向真实系统设计

时也需要进行转换。由于孔径光阑只有位置及通光孔径，没有其他参数，使用设计时十分简便。只有点

击“选择”，程序会自动在指定位置设置下孔径光阑，并自动记录“保存”即可。 

 

 

图 3-24 孔径光阑结构单元初始设计界面 

五） 系统合成 

当把光学系统总体布局初始结构中的每个光学元件依次完成具体结构设计之后，只要点击窗体内“下

一步”按钮，程序会把这个系统自动组合成一个完整的光学系统。 

 



 
 

 
 

 

图 3-25 系统合成 

四、 连续变焦光学系统布局设计 

对于连续变焦系统，都有一个不可缺少的前固定组。一般连续变焦光学系统的前固定组都是一个单一

光学元件，无论其具体结构由几片镜头组成，都是相互密接的透镜组。但对于一个较复杂的变焦系统，

根据总体最佳布局或系统性能需要，往往借用前方定焦的光学部件组合作为变焦系统的前固定组，为此

使得计算前固定组的主面位置和后工作距离作为前固定组与后方变焦组之间间隔距离计算比较麻烦。为

解决这一问题，在该光学系统总体布局平台上给出了此设计功能。 

在该光学系统总体布局平台上，可以在系统变焦组前方的所有有焦系统完整的作为系统前固定组，比

如系统前方示意三天假组成的对称式照相物镜作为前固定组。绘制完前三个透镜元件作为前固定组的前

方照相物镜后，然后从第 4 组起分别为三组元连续变焦系统的变焦组、补偿组以及后固定组。后固定组

后面还允许有其他光学元件。如图 4-1. 

 

 

图 4-1 连续变焦系统布局初步设计 

作为一般光学系统基本结构布局完毕，即可利用界面内“系统类型”选择方式，点击该文字框后显示

如图 4-2 右上方，选择“连续变焦系统”。选择“连续变焦系统”完毕，同时在右侧显示下拉菜单一般

选择变焦系统类型。此外界面上还会显示连续变焦系统的可选方框如图 4-3。在此框内可以根据设计要求

填写变焦系统的变焦比、变焦范围以及可组分间最小间隔距离。 



 
 

 
 

   

图 4-2 选择系统为连续变焦系统 

 

图 4-3 填写连续变焦系统设计参数 

如果前固定组是一个多组元组成的复合结构前固定组，还需在前固定组的“空气间隔”右侧的特性栏

内利用下拉式菜单选择“变焦变量（Z）”，如图 4-4。 

 

图 4-4 指定前固定组位置 

所有数据填写完毕，选择工具条内“确定”或“变焦”按钮，即可有程序自动生成变焦系统所有相关

参数并自动显示变焦系统示意图，如图 4-5。 

   

图 4-5 确定连续变焦系统各组分结构数据 

为了显示变焦系统的其他图形及数据，通过工具条中“变焦”按钮的子按钮，如图 6-6，分别显示系

统运动曲线、凸轮曲线、焦距曲线以及像面位移曲线等。 



 
 

 
 

 

  

  

图 4-6 连续变焦系统各种曲线图 

至此，整个连续变焦光学系统总体布局完成，接着可以参照上述一般光学系统一样逐步进行系统外形

尺寸计算及各组分 PW 值分配，如图 4-7 至图 4-10 所示。 

 

图 4-7 计算连续变焦系统外形尺寸及 PW 分配 

   

图 4-8 选择连续变焦系统各组分实体结构参数 



 
 

 
 

 

图 4-9 连续变焦系统初始结构参数形成及光学系统结构示意图 

 

图 4-10 连续变焦系统初始结构各组成部分说明 

五、 移入式断续变焦光学系统设计 

 移入式（也称之为打入/打出式）断续变焦系统是断续变焦系统的一种常见结构形式。他在一个一般

光学系统内移入一组活动透镜组，用以改变系统焦距且保持系统像面位置不变。该活动组可以移入系统

的平行光路中也可移入会聚光路内。被移入的系统也称之为固定组，如图 5-1。 

   

图 5-1 移入式断续变焦系统 

 对于移入式变焦系统，在光学计算时为方便起见，都使用移入后的结构形式处理，需要移除后的数

据采用把活动组的焦距值设为零，光线传播不受影响，计算移入后的光路时给出活动组的实际值即可，

如图 5-1。 

一）移入式断续变焦系统的建立 

 为建立移入式断续变焦系统结构，首先在“光学系统总体布局”的界面内，先在系统类型的下拉菜

单内选择“一般光学系统系统”，出现界面如图 5-2。 



 
 

 
 

 

图 5-2 一般光学系统设计界面 

 有了这一界面可以按一般光学系统的模式建立一个移入式断续变焦系统的固定部分，然后再需要移

入位置绘制有两个透镜组成的活动部分，透镜焦距可以赋值为零“0”。如图 5-2。活动组的焦距值暂时

设为“0”或任意其他值，活动组在系统内的位置及活动组两透镜的间隔位置都应按实际要求给定。 

 

图 5-2 移入式断续变焦系统设计界面 

 以上图形和数据输入完成后，再在系统类型下拉式菜单内选择“断续变焦系统”，根据设计要求填

写断续变焦系统的变焦比以及其他有关设计指标要求值，还要利用“空气间隔”右侧的特性栏内选择“变

焦变量”，确定活动组的位置面序号。一般情况下活动组移入前为长焦距，移入后变为短焦距，因此断

续变焦系统的变焦比是指活动组移入前的焦距与移入后的焦距比值。最后利用工具条内“确定”或“变

焦”按钮，点击后由程序自动计算出活动组两透镜的焦距值，如图 5-3。由于活动组在系统内的位置不同，

活动组的结构形式也不同，比如活动组在系统平行光路内活动组的入射光和出射光均应为平行光，活动

组应该是个望远系统才能保证系统像面位置不变。反之，如果活动组在系统会聚光路内，就应该保证活

动组的物点与像点重合，不影响系统像面位置不变。活动组所在位置的光路特性有程序自动判别计算活

动组透镜焦距值，完成断续变焦光学系统设计。 

 

图 5-3 移入式断续变焦系统自动设计 

二）移入式断续变焦系统移入／移出效果显示 

 为了显示移入式断续变焦系统的设计效果，程序可以分别显示移出前或移入后的光路变化，可以利

用工具条的“变焦”菜单的子菜单分别显示，如图 5-4。 



 
 

 
 

 

图 5-4 移入移出前后系统图形及数据显示选择 

 除了移入移出显示，为了对比还可以同时显示移入移出的的光路显示，如图 5-5。 

 

 

 

图 5-5 移入移出前后系统图形及数据显示效果 

六、 多光轴光学系统设计 

作为一个复杂的光学设备，根据使用功能需要，往往要求系统有多个光学子系统配套使用各尽其责实

现多种用途。比如有的需要在白天或夜间使用，有的需要把一个整个光谱带分解成不同色光（或色系），

或者把多路图像融合到一个图像中去，等等，总之，通常称作多光谱多光路复合系统，也称之为多光轴

光学系统。为了合理有机结合系统布局，往往需要一个可以同时布局这样一个多光轴复合系统的光学布

局平台。OCAD 光学设计程序为此提供了这一设计平台，满足光学设计需求。平台使用方法以一个分光

系统为例如图 6-1。 



 
 

 
 

 

图 6-1 多光路复合光学系统设计平台 

   

图 6-2 多光路复合光学系统设计功能建立 

在布局设计多光路系统之前，先在系统类型处选择“多光路系统”，然后出现如图 6-2 界面。 

所谓多光路系统，其实就是有若干个单一光路的子系统的集合构成的。为了在多光路系统内添加新的

子系统，可以利用界面的工具条上的工具按钮进行读入或插入一个新子系统，如图 6-3。 

   

图 6-3 多光路光学系统子系统的添加 

一） 子系统的添加 

子系统的添加有两种方式，一是利用工具条内读入（open）按钮读取已经建立好的单光路系统，

另一方法则可以利用工具条内的插入按钮插入一个新多光路数，然后利用界面平台新建一个单光路

系统。 

1. 子系统的读入 

需要读入现有单光路数据文件时，首先利用工具条内“读入”（open）按钮，选择所需“ .LES”

格式文件，读入所需新系统，读入后还必须利用“保存”按钮加以保存才可正式添加在多光路系统

内，如图 6-4。 

  



 
 

 
 

 

图 6-4 多光路光学系统内读入新子系统 

2. 子系统的插入新建 

如果当前没有所需单光路文件可以首先利用工具条内插入按钮，添加多光路的光路序号，然后再利用

界面按照单光路一般光学系统的绘制方法绘制多光路系统中任意一个光学子系统结构示意图如图 6-5 所

示，绘制完成后，再利用工具条内“保存”按钮加以保存。在选择“保存”时一定注意目前保存在第几

个光路里，光路标号在“多光路系统”标题右侧的菜单里。 

  

图 6-5 多光路光学系统内向下插入新建子系统 

前一个子系统绘制完毕并保存后，接着在工具条内点击“下插入”，又可继续绘制下一个光学子系统，

如图 6-5。再在新界面内重复以上操作完成下一个光学子系统绘制，如图 6-5，如此继续重复即可完成多

个子系统绘制，如图 6-4。 

 

 

图 6-5 多光路光学系统子系统添加 



 
 

 
 

完成所有单个光学子系统绘制之后，按工具条内“确定（OK）”键即可把所有各系统合成在一起，

如图 6-1 所示。此时如果发现某子系统绘制不合适或者与其他子系统间相对位置不匹配，还可以先在多

光路系统内选择子系统的顺序号， 即可自动提取该子系统数据及图形，利用界面显示数据或绘图功能进

行所需修改。最后获得满足要求的多光路系统示意图。 

 

图 6-6 多光路光学系统子系统抽样 

二） 子系统的删除 

如果系统内需要删除一个不需要的子系统，首先需要在界面上的光路顺序号内选择对应光路顺序号

显示出该子系统图形之后，可以利用工具条内“删除”按钮加以删除。 

 

图 6-6 多光路光学系统内子系统删除 

三） 子系统的保存 

当多光路内任意子系统有所修改或变更或添加或删除后，都必须对变更后的状态加以“保存”处理，

否则任何修改都无效。在需要保存时必须首先在界面上部子系统序号表内选择对应序号，然后选择“保

存”点击即可完成。 

完成多光路系统布局绘制后，即可以进入下一步外形尺寸计算及各系统具体初始结构设计阶段。多光

路系统与单光路不同在于，多光路系统是由多个在光学性能以及系统结构上彼此独立的子系统组成，因

此在下面具体初始结构设计时，也必须对各子系统分别进行，这时必须先选择该子系统在多光路系统内

的顺序号加以“选择”，界面显示相应图形后再逐一对各子系统进行操作才能最终完成多光路系统内所

有各子系统的初始结构设计。 



 
 

 
 

 

图 6-7 多光路光学系统子系统计算外形尺寸及 PW 值 

 

图 6-8 多光路光学系统子系统初始结构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