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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GB/T41869《光学和光子学 微透镜阵列》的第2部分。GB/T41869已经发布了以下

部分:
———第1部分:术语;
———第2部分:波前像差的测试方法。
本文件修改采用ISO14880-2:2006《光学与光子学 微透镜阵列 第2部分:波前像差的测试

方法》。 
本文件与ISO14880-2:2006相比做了下述结构调整:
———第3章对应ISO14880-2:2006中的第3章和第4章;
———第4章对应ISO14880-2:2006中的第5章;
———第5章对应ISO14880-2:2006中的7.3、7.4;
———第6章对应ISO14880-2:2006中的第6章、第8章、附录A、附录B、附录D和附录E的部分

内容,其中6.1对应ISO14880-2:2006中的第6章、第8章及规范性附录A的微透镜阵列测

量要求,6.2.2.1对应ISO14880-2:2006中的规范性附录B的马赫-曾德干涉测量的两种方法,

6.2.2.2对应ISO14880-2:2006中的规范性附录E的泰曼-格林微透镜阵列测量法,6.3对应

ISO14880-2:2006中的规范性附录D的夏克-哈特曼波前传感器测量法;
———第7章对应ISO14880-2:2006中的第9~11章,其中7.1.1~7.1.3对应ISO14880-2:2006中

的第9章,7.1.4对应ISO14880-2:2006中的第10章,7.1.5对应ISO14880-2:2006中的

第11章。 
本文件与ISO14880-2:2006的技术差异及其原因如下:

a) 删除了ISO14880-2:2006表1中Θ的缩写术语及符号,全文均未出现该参数故删除;

b) 删除了ISO14880-2:2006“术语和定义”引导语的引用文件ISO14880-1,同时将表1的符号更

改为术语和定义形式列入第3章;

c) 将ISO14880-2:2006中5.2的注调整为条文[见4.2d)、4.2e)],以适应我国技术条件;

d) 删除了ISO14880-2:2006中7.1、7.2相关内容,微透镜阵列和微透镜单元的程序相同,只有数

据处理方法不同;

e) 删除了ISO14880-2:2006附录B中的测试结果示例图B.3、图B.4、图B.5及图B.6,因为测试

结果的示例图具有特殊性,故删除以增强标准通用性;

f) 更改了ISO14880-2:2006规范性附录C、附录F的性质,均改为资料性附录(见附录A、附录

B),以适应我国技术条件。
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光学和光子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03)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兵器工业标准化研究所、电子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

院、南京迈得特光学有限公司、西安西谷微电子有限责任公司、浙江伟星光学有限公司、上海瑞立柯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孟凡萍、朱懿、李斌成、张为国、姜绪木、王金玉、杨宏杰、汪 松、汪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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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微透镜阵列是阵列光学器件中一类重要的光学元件,以单个透镜、两个或多个透镜阵列的形式,广
泛应用于三维显示、与阵列光辐射源和光探测器相关的耦合光学、增强液晶显示和光并行处理器元件。
随着科技不断进步,有必要制定一套技术内容与国际接轨的国家标准,这样既有利于推动我国微透镜阵

列行业规范有序发展,又能更好地促进相关领域的贸易、交流和技术合作。GB/T41869《光学和光子学

 微透镜阵列》就是在此背景下起草制定的,微透镜阵列标准拟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
———第1部分:术语。目的在于通过定义微透镜及其阵列的基本术语,促进微透镜阵列产品的应

用,有助于科研工作和行业从业者在共同理解的基础上交流概念。
———第2部分:波前像差的测试方法。目的在于通过规范波前像差的测试方法,明确微透镜的基本

性能特征。
———第3部分:光学特性测试方法。目的在于通过确定光学特性重要指标的测试方法,为供货方产

品交付提供依据。
———第4部分:几何特性测试方法。目的在于通过确定几何特性重要指标的测试方法,为供货方产

品交付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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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学和光子学 微透镜阵列

第2部分:波前像差的测试方法

1 范围

本文件描述了微透镜阵列中微透镜波前像差测试的测试装置及设备、测试前准备、测试原理及测试

程序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在共同基底的内部或一个或多个表面上形成的由非常小的透镜组成的微透镜阵列的

波前像差测试。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波前像差 wavefrontaberration

ϕ
波前与理想球面波前或其他波前的偏差。
注:波前像差用波长来度量。

3.2
波前像差峰-谷值 peak-to-valleyofwavefrontaberration

ϕp-v

波前与理想球面波前或其他波前偏差的峰-谷值。
注:波前像差峰-谷值用波长来度量。

3.3
波前像差均方根值 root-mean-squarewavefrontaberration

ϕrms

波前与理想球面波前或其他波前偏差的均方根值。
注:波前像差均方根值用波长来度量。

[来源:GB/T41869.1—2022,3.2.4]

3.4
波长 wavelength
λ
波在一个振动周期内传播的距离。
注:波长单位为微米(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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