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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畸变相位波前分形特征产生矩形湍流相屏

吴晗玲1 　严海星1 　李新阳2 　李树山1

(1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 北京 100190 ; 2 中国科学院光电技术研究所 , 四川 成都 610209)

摘要 　在包含时间进程的光波大气传输及其自适应光学相位校正的数值模拟研究中 ,如长曝光成像和自适应光学

系统的动态控制过程 ,矩形湍流相屏的产生和应用尤为重要。而现在通常使用的功率谱反演法产生的是正方形的

湍流相屏 ,只采用其中的矩形部分显然造成计算机资源的浪费 ;并且谱反演法产生的湍流相屏需要进行低频补偿 ,

从而明显地增加计算量。基于大气湍流所造成的畸变相位波前的分形特征 ,提出了一种产生矩形湍流相屏的新方

法 ,并与解析理论结果进行对比 ,验证了这种矩形相屏产生方法的正确性。与已有的方法相比 ,此算法具有两个明

显的优点 :算法简单、计算效率高 ,节省计算机资源 ;与大气湍流介质统计特性无论在高频部分还是在低频部分均

符合得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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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 t r act 　In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light p ropagation through the atmosp here with t he phase compensation by an

adaptive optical sys tem including temporal evolution , such as very long exposure imaging and simulation of the

dynamic cont rol p rocess in an adaptive optical sys tem , the gener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rectangular turbulence p hase

screens are critical . But the widely2used spect ral app roach can only generate square phase screen , and wastes the

computational resource because only a rectangular portion of the square phase screen is p ractically utilized.

Furthermore , the spect ral p hase screen needs low2f requency modification , so that needs more comp utation. Based on

the f ractal characte ris tics of turbulence2distorted wavef ront , a new algorithm for generating rectangular turbulent

p hase screen is p roposed. The p hase s t ructure function of generated phase screens agrees well with t he theoretical

one . Compared with exis ting app roaches , the p resent algorithm shows obvious advantages : simplicity , high efficiency

and less computation resource . The generated p hase screen agrees with theoretical results f rom turbulent statis tical

characte ris tics , in t he low2 and high2f requency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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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光波在大气湍流介质中的传输和成像 ,是与天

文观测、无线激光通信、航空测绘和军事等应用领域

有密切联系的重要课题[1 ] 。相对于解析理论分析和

实验研究的复杂性和局限性来说 ,光波大气湍流效

应及其自适应光学相位校正技术的数值模拟研究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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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其独特的优越性 (主要包括参数的可控性和统计

的可实现性)而成为研究光波大气传输特性的重要

手段 ,也是对激光工程应用进行定量评介的重要环

节[ 2～5 ] 。如何将大气湍流介质中折射率的随机变化

恰当地体现在光波相位波前上是数值模拟研究的关

键。为此目的通常采用多相位屏法。其基本思想

是[ 4 ,6 ] :将光波穿过的大气湍流介质分成若干段 (这

些段的长度可以互不相等) ,认为每段介质都彼此独

立地对光波波前相位产生随机的扰动 ,把产生这种

扰动的介质压缩到一个二维薄屏 (相位屏) 上 ,使光

波的传输路径看起来由真空和散布其间的若干相位

屏构成。于是构造合适的湍流相位屏 ,以正确地反

映湍流大气统计特性就成为光波大气传输数值模拟

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

目前已有多种方法用来产生符合大气湍流统计

特性的随机相位屏 ,主要可以分为功率谱反演法和

Zernike 多项式法 ,但它们都存在着严重的不足[7 ] 。

谱反演法产生的相位屏缺少较多的低频成份 ,虽然

可以通过各种方法来增加相位屏的低频成份 ,但会

带来相当大的计算量 ;而 Zernike 多项式法则存在

明显的高频成份不足 ,这种不足虽然可以通过增加

多项式的项数来加以改善 ,但也随之带来了计算量

的大幅增加。针对这些不足 ,Lane 等[8 ] 根据湍流畸

变波前的分形特征 ,首先使用随机中点偏移法来产

生湍流相位屏 ,这种方法计算效率高 ,产生的相位屏

的低频和高频成份都很明显 ,并与理论结果得到了

较好的吻合。Schwartz 等[9 ] 则确认穿过湍流大气

的光波波前是由分形布朗运动产生的布朗曲面 ,进

而用继承随机增加法得到了符合 Kolmogorov 谱的

光波波前。基于分形理论产生湍流相位屏的方法由

于其使用方便、计算效率高在光波大气湍流效应及

其自适应光学相位校正的数值模拟研究中得到了越

来越广泛的应用[10～12 ] 。

以上文献论述的一般都是如何产生正方形相位

屏的方法 ,这在研究静态的湍流效应及其自适应光

学相位校正中是足够了。但在对包含时间进程的实

际的光波大气湍流效应及自适应光学相位校正的数

值模拟研究中 ,必须包括自适应光学系统的动态控

制过程[13 ] 。在对一定时间间隔内光波在湍流介质

中的传输及自适应光学相位校正的动态控制过程进

行仿真计算时 ,由于横向自然风的作用、光源和/ 或

靶目标的运动 ,根据“湍流冻结假设”,湍流相位屏的

时间差异可以转化为空间差异 ,所以相位屏必须相

应地作长距离的横向移动 ,以便对穿过湍流相位屏

的不同空间部分的光波进行采样 ,从而包含由时间

引起的湍流变化效应。这就要求必须采用矩形相位

屏 ,而非正方形相位屏 ,产生至少在一个方向上非常

长 (可能为实际上无限长) 的湍流相位屏。于是 ,在

满足计算精度的条件下 ,从节省计算机资源和提高

计算效率的角度考虑 ,矩形相位屏比正方形相位屏

更为适用于这种包含动态控制过程的数值模拟研

究 ,尤其是在进行大规模的工程数值计算时。另外 ,

国外在对于特大口径的自适应光学天文望远镜的数

值仿真计算中也遇到了类似的使用实际上无限长的

湍流相位屏的要求[14 ] 。如何有效地产生能反映大

气湍流统计特性的矩形相位屏是实际应用中迫切需

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同时 ,要求计算量和计算机的存

储能力必须是实际使用的计算机系统可以承受的。

本文针对实际应用研究中对矩形相位屏的需

求 ,基于畸变相位波前的分形特征 ,提出一种算法简

单、计算效率高且与大气湍流时空统计特性符合较

好的矩形湍流相位屏产生方法 ,并与解析理论结果

进行对比 ,验证了这种矩形湍流相位屏产生方法的

正确性。

2 　大气湍流造成的畸变相位波前的分
形特征
大气湍流会使在其中传播的光波波前发生畸变 ,

由 Kolmogorov 湍流理论可知 ,通过湍流大气的光波

波前是一个均匀、各向同性的随机高斯过程[15 ] ,该过

程可由惯性区内幂律型的结构函数来描述 ,波前相位

的空间结构函数和时间结构函数分别为

Dφ( r) = E〈[φ( R + r) - φ( R) ]2〉= 6. 88 ( r/ r0 ) 5/ 3 ,

(1)

Dτ,φ(τ) = E〈[φ( t +τ) - φ( t) ]2〉= 6. 88 (τ/ t0 ) 5/ 3 ,

(2)

式中 E〈·〉表示系综平均 , r0 、t0 为大气相干长度和

相干时间 , r0 = 0 . 423 k2∫
L

0

C2
n ( z) d z

- 3/ 5

, 它是反映

大气湍流强度的一个特征尺度 ,波数 k = 2π/λ,λ为

光波波长 , C2
n 为大气折射率结构常数 ,通常是位置、

时间和高度的函数 , L 表示湍流层的厚度 , r0 与 t0 的

关系是 : t0 = r0 / v , v 为风速。在惯性区 ,波前相位的

功率谱与空间频率κ的关系是

Pφ(κ) ∝κ- 11/ 3 . (3)

分形布朗运动是一种随机分形 ,它能有效地表达自

然界中许多非线性现象。二维分形布朗运动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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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16 ]是

E〈( px - p y ) 2〉= cr2 H , (4)

式中 c 为标度常数 , r = px - py 为两点之间的距

离 ,该式表明分形布朗运动增量的方差取决于两点

之间的距离。其功率谱是

PB (κ) ∝κ- (2 H+ E)
, (5)

式中 E为曲面的标准拓扑维 , 对于一个平面来说 ,

E = 2 , H 称为 Hurst 参数 ,在直观上表征图形的粗

糙度 ,取值范围是 :0 < H < 1。则分形布朗运动构造

表面的分形维数是 : F = E + 1 - H。

比较上面两者的结构函数 (1) 式、(4) 式和功率

谱 (3) 式、(5) 式 ,可以看到 ,在惯性区域内的湍流畸

变波前是一个 Hurst 参数 H = 5/ 6、分形维数 F =

13/ 6 的分形布朗运动[10 ] 。于是模拟湍流相位屏的问

题就转化为对特定的 ( H = 5/ 6、F = 13/ 6) 二维分

形布朗运动的模拟问题。

3 　基于分形理论的矩形相位屏产生方
法
从上可知 ,利用分形理论产生湍流相位屏的基

点是分形布朗运动与湍流畸变波前具有同样的功率

谱形式和结构函数形式 ,在惯性区域内可以认为湍

流畸变波前是一个 Hurst 参数 H = 5/ 6、分形维数

F = 13/ 6 的分形布朗运动 ,这样可以将大气湍流相

位屏的模拟问题转化为分形布朗运动中的分形布朗

曲面的模拟问题 ,下面介绍产生矩形相位屏的具体

做法。

3 . 1 　产生具有一定相关性的四个初始角点

由于在实际数值模拟过程中 ,相位屏两个方向上

的采样格点间距通常相等 ,所以矩形相位屏的长度一

般取为其宽度的 2N 倍 , N 为整数。设所要产生的矩

形相位屏的尺寸大小为 L 1 ×L 2 ( L 1 = 2 N L 2 ) ,由于其

长宽不等且四个角点必须满足大气湍流的统计特

性 ,故按照下式产生矩形相位屏四个角点的值 :

A 1 = Ra
1 + Rb + Rc ,

A 2 = Ra
2 + Rb - Rc ,

A 3 = Ra
3 - Rb - Rc ,

A 4 = Ra
4 - Rb + Rc ,

(6)

式中 A 1 , A 2 , A 3 , A 4 是矩形的四个角点 ,同时也表示

这四个点的值 (下同) ; Ra
1 , Ra

2 , Ra
3 , Ra

4 是均值为零、方

差为σ2
a 的高斯随机变量 ;而 Rb , Rc 是均值为零、方差

分别为σ2
b 和σ2

c 的高斯随机变量。根据结构函数

(1) 式的定义 ,有下面三式成立 :

E〈( A 1 - A 2 ) 2〉= 2σ2
a + 4σ2

c = DL1 ,

E〈( A 1 - A 3 ) 2〉= 2σ2
a + 4σ2

b + 4σ2
c = DL ,

E〈( A 1 - A 4 ) 2〉= 2σ2
a + 4σ2

b = DL2

(7)

式中 DL1 = 6 . 88 ( L 1 / r0 ) 5/ 3 , DL2 = 6 . 88 ( L 2 / r0 ) 5/ 3 ,

DL = 6 . 88 ( L / r0 ) 5/ 3 , L = L 2
1 + L 2

2 , 求解 (7) 式

可得

σ2
a = ( DL1 + DL2 - DL ) / 2 ,

σ2
b = ( DL - DL1

) / 4 ,

σ2
c = ( DL - DL2

) / 4 ,

(8)

这样求出σ2
a ,σ2

b 和σ2
c 的值后 , 再根据 (6)式就可以产

生满足一定相关性的四个初始角点 ,如图 1 (a)所示。

在矩形相位屏四个初始角点产生后 ,需要对其

进行细分加密 ,以使该矩形相位屏达到所要求的采

样点数。可以利用随机中点偏移法[ 8 ,16 ] 来达到这个

目的。

3 . 2 　将矩形分割成若干个小正方形

为了使相位屏在两个方向上的采样格点间距相

等 ,首先需要将矩形相位屏分割成 2 N 个正方形 (正

方形的边长是矩形的宽度) , 如将边 A 1 A 2 进行等

分 ,其中点为 P1 :

P1 =
1
2

[ A 1 + A 2 ] +γ1 , (9)

即边上中点的值为其两端点的平均值与一随机变量

之和 ,随机变量γ1 是均值为零、方差为σ2
γ1 的高斯随机

变量 ,其方差可由式 E〈( P1 - A1 ) 2〉= Dγ1 求得

σ2
γ1 = Dγ1 -

1
4

DL1 , (10)

式中 Dγ1 = 6 . 88 ( L 1 / 2 r0 ) 5/ 3 。这样可以将 A 1 A 2 一分

为二 : A1 P1 、P1 A 2 , 按照上述的方法继续对 A 1 P1 、

P1 A 2 进行等分 ,直至最后的相邻两点之间的距离为

L 2 ;同样 ,可以对 A 3 A 4 进行类似操作。最终 ,可将矩

形相位屏分割成 2 N 个小正方形 (其边长为矩形的宽

度 L 2 ) 。如图 1 (b) 所示 , 其中正方形 P1 P2 P3 P4 和

P1 P4 P5 P6 是矩形中间的两个正方形 , 在它们以外

的正方形未画出 ,以虚线代替。

3 . 3 　对每个小正方形进行细分加密

在矩形被分割成 2 N 个正方形后 ,按照下面步骤

对每个正方形进行细分加密 ,以使相位屏达到所需

要的采样点数。这里以正方形 P1 P2 P3 P4 为例 :

1) 按下式求正方形中心点 P0 的值 :

P0 =
1
4

[ P1 + P2 + P3 + P4 ] +ε0 , (11)

即中心点的值是周围四个角点的平均值与一随机变

量之和 ,上式右边第一项是通过双线性插值所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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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参见图 1 (c) 。随机变量ε0 是均值为零、方差为

σ2
ε0 的高斯随机变量 ,其方差由下式确定 :

E〈( P0 - P1 ) 2〉= D1 .

　　由上式可求得

σ2
ε0 = D1 -

1
4

DL2 -
1
8

D 2 , (12)

其中 D1 = 6 . 88
L 2

2 r0

5/ 3

, D 2 = 6 . 88 2 L 2

r0

5/ 3

。

2) 按下式求正方形边上的中点 P12的值 :

P12 =
1
2

[ P1 + P2 ] +η12 , (13)

即边上中点的值为其两端点的平均值与一随机变量

之和 ,随机变量η12 是均值为零、方差为σ2
η12 的高斯随

机变量 ,其方差可由式 E〈( P12 - P1 ) 2〉= Dη12 求得

σ2
η12 = Dη12 -

1
4

DL2 , (14)

式中 Dη12 = 6 . 88 ( L 2 / 2 r0 ) 5/ 3 ,类似可求得其余三条

边上的中点 P23 、P34 、P14 的值 , 如图 1 (d)所示。

图 1 产生矩形相位屏的基本过程。(a) 产生矩形相位屏的四个角点 , (b) 将矩形相位屏分割成若干个正方形 , (c) 产生正

方形相位屏的中心点 , (d) 产生正方形相位屏四条边上的中点

Fig. 1 Process of generating a rectangular phase screen. (a) Initializing four correlated corners , (b) dividing a rectangular

phase screen into large amount of squares , (c) interpolating the center of a square , (d) interpolating the midpoint s of

　　　　　　　　　　　　　　　　　　　square sides

图 2 矩形湍流相位屏的某次实现结果

Fig. 2 One experimental result for a rectangular turbulent phase screen

　　这样 ,通过以上两步可以将一个正方形分成四

个小正方形 ,每个小正方形的边长是原正方形边长

的一半。随后 ,再对每个小正方形进行上述步骤 1)

和 2)的迭代操作直到该矩形相位屏达到所要求的

采样点数为止。

根据实际数值模拟中的要求 ,这种产生矩形相

位屏的方法可以通过设置 L 1 和 L 2 获得不同的长宽

比 ,产生数值模拟中所需要的相位屏尺寸 ,从而可以

有效地利用计算机资源。

4 　数值模拟结果及分析
我们根据第 3 节中所介绍的方法产生了矩形相

位屏 ,并将计算结果与解析理论结果作比较 ,利用所

产生矩形相位屏的空间和时间统计特性来检验这种

方法的可靠性。

产生相位屏的基本参数为 : 波长为 1. 55 ×

10 - 6 m ,相位屏采样点间隔为 0. 01 m ,相位屏所代

表的湍流层厚度为 200 m ,进行 10000 次实现以获

得统计平均的结果。图 2 是矩形相位屏 (4096 ×64

格点)的某次实现结果 ,可以看到 ,模拟产生的矩形

相位屏的高频成份和低频成份都很丰富。

大气湍流相位的统计特性可以用空间和时间相

位结构函数来描述 ,因此可以将相位结构函数作为

验证模拟的相位屏正确与否的一种判断标准。大气

湍流 Kolmogorov 谱的空间和时间相位结构函数分

别由 (1)式和 (2)式给出。我们将相位结构函数的数

值模拟结果与理论结果作了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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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1 　相位屏的空间统计特性

相位屏采样点数为 512 ×64 格点 ,即长宽比为

8。在此参数条件下 ,空间相位结构函数的理论值与

计算值如图 3 (a)所示 ,图中最上面两条曲线分别是

相位结构函数的理论值和计算值。可以看到 ,数值

模拟产生的相位屏空间结构函数与理论值符合得相

当好 ,特别是在所关注的高频和低频区域。

为了与已有的相位屏产生方法作比较 ,还对采

用功率谱反演法 (不包括低频补偿) 、考虑低频补偿

的功率谱反演法和基于分形理论产生相位屏的三种

方法的结果进行了比较 ,如图 3 (a) 所示。用以进行

统计平均的矩形相位屏采样点是 512 ×64 ,其中 ,基

于功率谱反演法产生的相位屏是一个 512 ×512 格

点数的正方形相位屏 ,选取其中的一部分 512 ×64

格点区域用以计算其相位结构函数 ,对这样产生的

长相位屏条进行多次实现 ,求其统计平均值 ,与相位

结构函数的解析理论结果进行比较。从图中可以看

出 ,即使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低频补偿 ,功率谱反演法

所得到的相位结构函数与理论值仍有较大的差距。

图 3 矩形相位屏的空间 (a) 、时间 (b)相位结构函数计算值与理论值的比较

Fig. 3 Comparison between simulated values and theoretical onesof spatial (a) , temporal (b) phase st ructure functions

of rectangular phase screens

4 . 2 　相位屏的时间统计特性

矩形湍流相位屏将应用在包含时间进程的光波

大气传输及其自适应光学相位校正的数值模拟研究

中 ,故其时间统计特性是否符合理论预言至关重要。

下面考察矩形湍流相位屏的时间统计特性。相位屏

采样点数为 8192 ×256 格点 ,即长宽比为 32 ,大气

相干长度为 r0 = 0. 642 m ,风速为 5 m/ s。在此参数

条件下 ,时间相位结构函数的理论值与计算值如

图 3 (b)所示。

从图 3 我们可以看到 ,对分形法产生的矩形湍

流相位屏而言 ,其空间和时间相位结构函数的数值

计算结果与解析理论结果符合较好 ,特别在所关注

的低频和高频区域 ,能较为准确地反映大气湍流对

光波的影响 ;与其它产生相位屏方法相比 ,无需作低

频或高频补偿即可达到较高的数值模拟精度 ,这使

得它的计算效率非常高。

基于分形理论产生矩形湍流相位屏的方法可以

根据实际需求产生相应尺寸的湍流相位屏。如要产

生 P ×Q 个采样点的相位屏 , 该算法的计算量为

O( PQ) ;谱反演法的计算量为 O [ max ( P2 log2 P ,

Q2 log2 Q) ] ;若包括低频补偿 ,所需计算量更大 ,达到

O{max[ P2 (log2 P + 9 N ) , Q2 (log2 Q + 9 N ) ]} ,这里

N 表示进行低频成份补偿的程度 ;对于 Zernike 多

项式法而言 ,其计算量为 O[ R2 ( R2 + PQ) ] ,其中 R

表示 Zernike 多项式的项数。故从计算量来考虑 ,

分形法具有很大的优势。所以 ,基于分形理论产生

矩形湍流相位屏的算法简单、计算效率高 ,又因其与

大气湍流的时空统计特性符合较好 ,故特别适合于

大规模的光波大气湍流效应及其自适应光学相位校

正动态控制过程的数值模拟研究。

5 　结　　论
在包含时间进程的大气湍流效应及其自适应光

学相位校正动态控制过程的数值模拟研究中 ,要求

有一种能有效产生精度较高的长而窄湍流相位屏的

方法 ,特别是在包含时间进程的光波在湍流介质中

传输及其自适应光学相位校正 ,如长曝光成像和自

适应光学系统的动态控制过程中就有这样的需求。

目前常用的湍流相位屏产生方法生成的都是正方形

的湍流相位屏 ,而在实际使用时只采用其中一部分

即截取一个矩形部分 ;并且 ,通常还必须作低频成份

补偿或高频成份补偿才能与理论结果较为一致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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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会增加相当大的计算量 ,而且需占用较多的计算

机资源 ,使得其计算效率较低 ,在大规模的数值模拟

研究中很难得到实际应用。

基于此 ,首先介绍了湍流畸变波前的分形特征 ,

而后提出了一种直接产生矩形湍流相位屏的方法 ,

其长宽比可以根据实际应用中的需要设定。并将数

值计算结果与解析理论结果进行了比较 ,结果表明 ,

无论是在低频区域还是在高频区域 ,相位屏的空间

和时间统计特性与理论结果都能得到较好的相符。

从计算效率角度考虑 ,基于分形理论产生矩形相位

屏的方法所需的计算量和占用计算机资源均较少。

与现有的方法相比 ,本文提出的方法的模拟精度及

计算效率都具有明显的优势 ,可以在大规模的光波

大气传输及其自适应光学相位校正数值模拟研究中

得到具体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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