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湍流大气中激光传输光强起伏特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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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实验观测了湍流大气中光束准直传输时光束横截面上不同面积内的光强起伏特征。采用相对光强起

伏方差与孔径平滑因子描述不同面积内的光强起伏特征并比较了不同湍流条件和不同面积内相对光强起伏方差

的概率分布密度。实验结果表明, 在该实验条件下明显出现孔径平滑效应时对应接收面积呈现湍流越强接收面积

越小的规律; 不同接收面积内相对光强起伏方差概率分布密度可以用对数高斯分布近似, 不同接收面积和湍流强

度下近似程度不同; 采用偏斜度和陡峭度来描述接收面积不同和湍流强度不同时概率分布密度与对数高斯分布的

偏差并比较了拟合曲线特征的变化。同时初步比较了连续光与脉冲光相对光强起伏方差概率分布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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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Irradiance Fluctuations for Laser Beam Propagation

in A tmosp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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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perty of intens ity fluctuation over d ifferen t receiving apertu re for co llim ated beam propagation in

atm osphere is got by experimen tal m ethod. Us ing norma lized variance o f intens ity fluctuation and aperture

averaging factor the property of intens ity fluctuat ion over d ifferen t receiving aperture is described and the

probability d istribu tion of normalized variance of in tens ity fluctuation measured w ith d ifferen t aperture s izes

under d ifferent atm osphere condit ions is compared. Experim en tal results show that wh ile tu rbulen t level

becom es larger, the receiv ing area correspond ing to apertu re averaging effect appears obviously becom es

sm aller. The probab ility d istribu tion correspond ing different receiving area can be represen ted by Log Gauss

d istribu tion. Skewness, kurtos is and the feature of Gauss fitted data calcu lated under experim ental cond itions

are compared. The sim ilarit ies and d ifferences between the relative intens ity fluctuation variance probab ility

d istribu tion o f the continuouswave laser and one of pulsed laser are also compa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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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大气湍流严重影响着激光束在大气中的传输,

湍流可引起光斑能量集中度下降、光束指向性起伏

和光强起伏等湍流效应
[ 1~ 3]
。其中光强起伏一直是

湍流效应中的基本问题,对激光大气探测、大气参数

的测量和自适应光学中哈特曼传感器的波前探测以

及大气通信等都有重要的影响
[ 4, 5]
。激光在大气中

传输时存在散射效应;散射效应也会引起一定的光

强起伏;而光束在大气中传输对光强起伏贡献最大

的是由于温度起伏引起折射率起伏所致。文章仅考

虑了湍流引起的光强起伏。光强起伏通常以相对光

强起伏方差描述
[ 6]
, 不同接收面积下光强起伏的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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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平滑效应通常用孔径平滑因子表示
[ 7~ 11]

。孔径

平滑因子仅说明不同接收孔径时相对光强起伏方差

平均值的变化,并不能反映相对光强起伏方差的概

率分布。由于湍流具有随机性,描述湍流效应的特

征量为随机量;随机量仅用平均值来描述并不充分。

对相对光强起伏方差而言, 孔径平滑因子仅说明在

一定湍流条件下不同接收面积内相对光强起伏方差

平均值的变化并不能反映相对光强起伏方差与其平

均值的偏差大小以及出现一定偏差的概率。该实验

利用高速相机拍摄准直激光束水平传输 1 km后到

达漫反射屏上的光斑能量分布,比较了湍流强度与

接收孔径改变时孔径平滑因子和相对光强起伏方差

的概率分布变化。在该实验条件下相对光强起伏方

差概率密度分布可以用对数高斯分布近似, 在湍流

较强时与对数高斯分布的近似程度不及湍流弱时

高。文章初步比较了连续光与脉冲光相对光强起伏

方差概率分布的异同,得出了有益的结论。

2 分析方法
相对光强起伏方差是指光强起伏方差与光强平

均值平方的比值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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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面积不同时相对光强起伏方差不同, 存在孔径

平滑效应。孔径平滑效应通常用孔径平滑因子表

示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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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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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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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分别表示点接收和孔径接收时相对光

强起伏方差。点接收理论是指接收孔径无限小,在实

际中满足接收孔径直径 (用 D表示 )远小于菲涅耳

尺度 ( L ,其中L为传输距离,  为波长 )时即可以

认为是点接收。

孔径平滑因子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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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D为接收直径, C I (∀)为光强起伏协方差。

在 r0  L 条件下光强起伏协方差表示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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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n (K )为折射率起伏谱, L为传输距离, J0为第
一类 0阶贝塞尔函数。在湍流符合 Ko lmogorov谱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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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C
2
n为折射率结构常数。光强起伏协方差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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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时 C I (0) = 1. 23k
7 /6
L
11 /6
C
2
n。此时 C I( ∀) 和

C I ( 0)与 C
2
n均为线性关系, 孔径平滑因子仅是接收

孔径的函数,与湍流强度无关
[ 9]
。

在 r0   L时,不考虑湍流内外尺度时光强起

伏协方差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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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 =
7
3 ∀
1

0

x
4 /3
J0
k∀r0x
2. 1L

dx, ( 8)

b2 (∀) = exp -
2. 1∀
r0

5 /3

, ( 9)

在接收孔径 ∀= 0时

C I ( 0) = 1 + 1. 22
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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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 C I (∀)和 C I ( 0)与 r0为非线性关系,空间平

滑因子与 r0有关。在不满足条件 r0  L和 r0  

 L时孔径平滑因子是否与湍流强度有关需要实验

观测来确定。

根据抽样定理
[ 12]
, 以高于截止频率的二倍频率

进行抽样,抽样数据可以真实的反映原始数据。由

于流湍状态为随机过程,没有截止频率;这样抽样频

率越高,高频信息丢失越少, 抽样数据越能更好的反

映湍流真实状态。实验以采集频率为 500 Hz、曝光

时间 1998 ∃s采集数据, 以期望从实验角度反映不

同湍流条件和不同接收孔径下连续光与脉冲光相对

光强起伏方差统计特征是否有差别。

3 实验系统
3. 1 系统描述

激光近地面 1 km水平大气中传输实验系统如

图 1所示。激光水平传输路径距离地面约 10 m, 水

面和陆地约各占一半。发射系统主体为卡塞格林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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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镜和高速相机。望远镜直径 0. 356 m, 光阑直径

0. 126m。连续光与脉冲光经过室内光路入射到望

远镜后实现光束在大气中的准直传输。高速相机以

与光束较小的夹角拍摄漫反射屏上的光斑, 采集频

率 500 Hz, 曝光时间 1998 ∃s, 单次数据采集时间

16. 4 s。光束入射到望远镜前为准直传输, 因此该

实验系统是测量平面波的光强起伏特征
[ 13]
。连续

光与脉冲光波长均为 532 nm。连续光激光器功率

2. 3W;脉冲光平均功率 25W,出光后衰减 90% ,重

复频率 500H z,单脉冲半峰全宽 20 ns。通过精密电

移台移动反射镜 B实现连续光与脉冲光光路的精

确切换,以保证连续光与脉冲光实验数据交替采集

过程中发射系统的状态不变。实验选择天气晴朗时

进行,实验期间利用根据差分像运动原理研制的大

气相干长度仪
[ 14]
来测量大气相干长度 r0,相干长度

仪的信标距离漫反射屏约 1 m, 相干长度仪接收望

远镜与激光发射望远镜相距约 1 m。信标光被望远

镜口处光阑分成两束后经过成像系统聚焦于接收相

机, 计算机根据差分像运动原理处理相机数据得到

r0。

图 1 实验系统示意图。 ( a)近地面 1 km大气传输系统; ( b)大气相干长度测量系统

F ig. 1 Schem e o f experim enta l system. ( a) nea r g round 1 km atm osphere propaga tion system; ( b) atmosphe ric

coherence length m easurem ent system

3. 2 发射系统对相对光强起伏方差的影响

在统计不同接收面积下光强起伏特征时要求出

射光束进入大气前功率及光强空间分布和光束质量

具有一定的时间稳定性。在实验期间连续光与脉冲

光功率稳定,连续光与脉冲光光束经过各级反射镜以

及发射望远镜扩束后在望远镜出光口光强分布均匀,

避免了由于激光器功率不稳定和激光器指向性不稳

定引起接收端一定探测面积内光强的时间起伏。

在光束经过发射望远镜进入大气前两者光束质

量有一定差别。实验期间保持光路的稳定以及激光

器工作稳定,避免了连续光与脉冲光发射光束质量

的不稳定性。相对光强起伏方差描述的是由于湍流

作用引起波像差空间分布随时间变化导致在接收端

一定接收面积内光强分布随时间的变化, 因此稳定

的出射光束质量并不导致光强随时间变化。

4 实验结果与分析
4. 1 不同湍流强度下孔径平滑因子比较

在传输距离 1000 m, 激光波长 532 nm时菲涅耳

尺度  L = 2. 3 cm,文中描述点接收孔径值满足D  

 L这一条件。计算了不同湍流强度和不同孔径下

连续光与脉冲光孔径平滑因子,如图 2所示。为定量

描述在实验条件下孔径平滑因子的差别,定义平滑因

子下降到点接收值的 2 /2倍时为明显出现孔径平滑

图 2 不同湍流强度下 因子下降到 0. 7时的

对应的接收孔径值

F ig. 2 Rece iv ing aperture corresponding = 0. 7

under differen t turbu lence leve l

效应。对相邻两个接收孔径值进行线性插值得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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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出现孔径平滑时对应接收孔径半径值如表 1所示。

表 1 不同湍流条件下孔径平滑因子比较

Table 1 Aperture ave rag ing facto r ve rsus rece iv ing

aperture r under d iffe rent turbulence leve l

r0 /cm Receiv ing aperture /mm

Con tinuous w ave lase r 3. 2 3. 2

Pulsed laser 3. 6 3. 4

Con tinuous w ave lase r 5. 0 4. 6

Pulsed laser 5. 7 3. 6

结合图 2和表 1可看出,随着接收孔径的增加,

孔径平滑效应明显。这是由于随着接收孔径的增加

孔径内不相关元增加,统计求和后所致。湍流强度

不同时明显出现孔径平滑效应时对应半径值呈现湍

流越强接收孔径半径越小的规律。这可解释为随着

湍流强度增加,光强起伏的空间相关距离变小,相同

的接收孔径内不相关元数增加所致。随着接收孔径

的进一步增加孔径平滑因子差别不大,不同湍流强

度下孔径平滑因子没有规律性变化。这反映了在该

实验条件下不同湍流强度下接收孔径内不均匀元大

小的差别较小,在小孔径下接收时该差别可影响到

孔径平滑因子;随着接收孔径的增加不均匀元大小

的差别对孔径平滑因子的影响不大。

4. 2 不同条件下相对光强起伏方差的概率分布密

度变化

虽然孔径平滑因子可以反映出不同接收孔径和

不同湍流强度下相对光强起伏方差平均值的变化,

但不能反映相对光强起伏方差概率分布的变化。统

计了不同湍流条件和不同接收孔径下相对光强起伏

方差概分布率密度变化如图 3所示。

图 3 不同条件下相对光强起伏方差概率分布密度的变化。 ( a)连续光; ( b)脉冲光

F ig. 3 P robab ility distribution of norm a lized va riance of intensity fluc tuations under d ifferent conditions.

( a) continuous wave laser; ( b) pulsed lase r

图 4 不同条件下相对光强起伏方差与平均值比值的概率分布密度。 ( a) 连续光; ( b) 脉冲光

F ig. 4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o f the ratio of 2
S / 

2
S!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 ( a) continuous w ave laser; ( b) pu lsed laser

从图 3看出, 在接收孔径相同时,湍流较强时概

率分布密度的分布区间较宽,峰值概率值较低,最概

然值较大。随着接收孔径的增加相对光强起伏方差

最概然值逐渐下降,概率密度的峰值概率值逐渐升

高,概率密度的分布区间逐渐变小, 分布区间向相对

光强起伏方差值小的方向移动。这反映孔径平滑效

应导致相对光强起伏方差最概然值下降,同时引起相

对光强起伏方差的起伏范围变小,分布区域更集中。

图 3反映了探测面积不同和湍流强度不同时相

对光强起伏方差的概率分布密度的变化。在湍流强

度不同或接收孔径不同时, 相对光强起伏方差平均

值也不同;为进一步反映不同条件下相对光强起伏

方差概率分布密度特征, 统计不同条件下相对光强

起伏方差与对应平均值比值的概率分布密度的变化

如图 4所示。从图 4看出, 湍流较强时相对光强起

伏方差集中于峰值概率点附近的概率明显高于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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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弱时;偏离峰值概率点时,湍流较强时概率分布密

度下降更快。接收孔径由小变大时概率分布密度的

变化规律与湍流由强到弱时变化规律相同。这反映

在湍流较强或接收孔径较小时,虽然相对光强起伏

方差绝对起伏量较大,但与相应平均值相比,相对起

伏量反而小于湍流较弱或接收孔径较大时。从图 4

也可以看出,相对光强起伏方差概率分布密度在湍

流较弱或接收孔径较大时峰值概率值分布在低于峰

值概率点区域的概率更高些。随机变量概率分布密

度常可用高斯分布或对数高斯分布近似, 因此计算

了相对光强起伏方差概率分布密度与对数高斯分布

的相似程度。

4. 3 不同条件下相对光强起伏方差概率分布密度

与对数高斯分布的偏差

引入偏斜度和陡峭度来描述相对光强起伏方差

的概率分布密度与对数高斯分布的相似程度。偏斜

度和陡峭度定义为
[ 15, 16]

偏斜度: Ŝ = C 3 /%
3
, (11)

陡峭度: K̂ = C4 /%
4
- 3, (12)

式中 %是标准差, C3, C4分别为三阶距和四阶距。

偏斜度与陡峭度的含义为
[ 14 ]
:偏斜度反映了概率分

布相对于均值的非对称性; 如果概率分布对于均值

是对称的,偏斜度为 0,反之不为 0。陡峭度反映数

据相对于高斯分布的集中程度。如果陡峭度为正则

概率分布比高斯分布更集中,反之比高斯分布发散。

相对光强起伏方差取对数后计算偏斜度和陡峭度,

结果如图 5所示。从中看出, 在该实验条件下对数

相对光强起伏方差的偏斜度和陡峭度绝对值较小,

其概率分布密度可以较好的用对数高斯分布近似。

总体而言湍流较弱时偏斜度和陡峭度绝对值均小于

湍流较强时,这说明湍流较弱时概率分布密度与对

数高斯分布的符合程度高于湍流较强时。随着接收

孔径增加,偏斜度和陡峭度在湍流较弱时变化不明

显; 在湍流较强时偏斜度绝对值呈现随着孔径的增

加而逐渐下降的趋势,陡峭度随着接收孔径的增加

也有明显变化,但规律性不及偏斜度变化明显。这

反映在接收孔径变化时, 相对光强起伏方差的概率

分布密度与对数高斯分布的相似程度,在湍流较弱

时变化不明显而在湍流较强时变化明显。在该实验

条件下湍流强度不满足 r0  L条件,虽然在较大

口径接收时不同湍流强度之间孔径平滑效应不明

显, 但表现在相对光强起伏概率分布密度上不同孔

径间有明显的变化。

两组数据中脉冲光相对光强起伏方差的偏斜度

绝对值低于连续光数据的偏斜度绝对值;同时注意

到, 两组数据中连续光实验数据所处湍流状态均强

于脉冲光。而两者陡峭度没有规律性差别。从上面

分析可知,湍流越强, 偏斜度绝对值越大,偏斜度规

律性差别可能是由于两者数据采集时湍流统计状态

的不足够一致所致。

图 5 偏斜度和陡峭度随接收孔径的变化。 ( a) 偏斜度; ( b) 陡峭度

F ig. 5 Skewness and kurtosis v ersus rece iv ing apertu re. ( a) skewness; ( b) kurtos is

4. 4 不同条件下相对光强起伏方差概率分布密度

拟合曲线特征的变化

偏斜度和陡峭度绝对值的大小可以反映对数相

对光强起伏方差概率分布密度与高斯函数的符合程

度,但是不能反映不同条件下的概率分布密度特征。

为定量描述不同条件下概率分布密度的变化, 用

O rig in软件对相对光强起伏方差取对数后的概率分

布密度数据进行高斯拟合, 比较了拟合曲线的宽度

w (w为半峰全宽的 0. 849倍,在拟合数据完全符合

高斯分布时 w为拟合数据标准差的 2倍 )和峰值高

度 h。通过分析宽度 w和高度 h的变化即可以描述

出不同条件下对数相对光强起伏方差概率分布密度

的变化。拟合曲线宽度 w和高度 h的比较如图 6所

示;从图 6可以看出,湍流由强变弱或者接收孔径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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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变大时,对数相对光强起伏方差概率分布密度拟

合曲线的宽度逐渐上升, 峰值高度逐渐下降。这反

映在湍流较强或者接收孔径较小时相对光强起伏方

差有更高的概率集中于最概然值附近。连续光与脉

冲光差别在于,连续光拟合曲线的宽度低于脉冲光,

峰值高度值高于脉冲光;从上面分析可知,湍流越强

拟合曲线的宽度越窄,峰值高度越高。两组实验数

据中数据采集时平均 r0均呈现连续光低于脉冲光。

而 r0为统计量,即使平均值相同其概率分布也不一

定相同
[ 17]
。因此可以认为连续光与脉冲光对数光

强起伏方差概率分布密度拟合曲线宽度和峰值高度

的差别可解释为两者的湍流统计状态不足够一致所

引起。

图 6 不同条件下高斯拟合曲线特征。 ( a)宽度值 w; ( b)高度值 h

F ig. 6 Fea ture of Gauss fitted curve under different cond itions. ( a) w idth; ( b) he ight

5 结 论
分析了不同湍流条件下光束准直传输时光束横

截面上不同面积内孔径平滑因子和相对光强起伏方

差的概率分布密度变化。在该实验条件下, 随着接

收孔径的增加,明显出现孔径平滑效应所对应半径

值呈现湍流越强接收半径越小的规律; 随着孔径进

一步增加不同湍流强度下孔径平滑因子变化规律不

明显。分析相对光强起伏方差概率分布密度变化可

看出, 湍流越强或接收面积越小时相对光强起伏方

差概率分布密度的峰值概率越低,分布区间越宽;随

着湍流减弱或者接收面积增加,峰值概率逐渐升高,

分布区间也逐渐变窄。分析相对光强起伏方差与平

均值比值的概率分布密度可看出, 湍流较强或接收

孔径较小时相对光强起伏方差分布有更高的概率分

布在峰值概率值附近; 随着湍流变弱或接收面积的

增加, 相对光强起伏方差分布在峰值概率值附近的

概率逐渐下降。并且在湍流较强或接收孔径较小

时,概率分布密度偏离峰值概率值时下降速度较快。

实验结果显示在该实验条件下相对光强起伏方差概

率分布密度可用对数高斯分布近似, 湍流较弱时近

似程度明显高于湍流较强时。对对数光强起伏方差

进行高斯拟合发现随着接收面积的增加或湍流变

弱,拟合曲线的宽度逐渐上升, 高度逐渐下降。

连续光与脉冲光相对光强起伏方差实验数据的

概率分布的部分特征呈现规律性差别, 该差别可以

用两者所处的湍流状态差别解释。因此连续光与脉

冲光相对光强起伏方差概率分布是否有差别还需进

一步的实验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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