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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某空间跟踪遥感相机光学系统特性和工作指标要求,为了达到节约空间、保证相机成像质量的目的,设计了一种适

用于小卫星平台的二维摆镜,并对口径为 300
 

mm 的空间相机用摆镜进行了轻量化设计。 以镜体厚度、切角大小、边缘厚度、镜
面厚度及轻量化筋的厚度为设计变量,以面形峰值 PV 不大于 63

 

nm 和均值方根 RMS 不大于 12
 

nm 为边界条件进行了优化,针
对单点支撑孔径的参数设计提出了一种将质量、面形峰值 PV 和均值方根 RMS 在一定平衡下尽可能小的多目标优化方法。 最

终优化的反射镜质量仅为 0. 84
 

kg,轻量化率达到 76% 。 单点柔性支撑结构采用 3 个相隔 120°布置的回形梁作为柔性铰链,与
镜座采用一体化设计,结构简单,减少了摆镜组件的转动惯量,提高跟踪相机的响应度。 对优化后的摆镜组件进行空间环境校

核,摆镜在空间 XY 微重力工况下的面形 RMS 值小于 6
 

nm,Z 向重力、-50℃载荷及 3. 5
 

rad / s 旋转惯性载荷条件下的面形 RMS
均小于 12

 

nm,组件基频为 326
 

Hz,最后对面形精度和摆镜定位精度进行了实验验证,证明了该方案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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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optical
 

system
 

characteristics
 

and
 

working
 

index
 

requirements
 

of
 

a
 

certain
 

type
 

of
 

space
 

tracking
 

remote
 

sensing
 

camera
 

are
 

considered.
 

To
 

save
 

space
 

and
 

ensure
 

the
 

image
 

quality
 

of
 

the
 

camera,
 

a
 

two-dimensional
 

scanning
 

mirror
 

suitable
 

for
 

small
 

satellite
 

platform
 

is
 

designed,
 

and
 

the
 

light
 

weight
 

of
 

the
 

scanning
 

mirror
 

for
 

the
 

300
 

mm
 

space
 

camera
 

is
 

realized.
 

The
 

thickness
 

of
 

mirror
 

body,
 

the
 

cutting
 

angle,
 

the
 

thickness
 

of
 

edge,
 

the
 

thickness
 

of
 

mirror
 

surface
 

and
 

the
 

thickness
 

of
 

lightweight
 

reinforcement
 

are
 

taken
 

as
 

the
 

design
 

variables.
 

The
 

target
 

value
 

of
 

peak
 

PV
 

is
 

smaller
 

than
 

63
 

nm
 

and
 

that
 

of
 

RMS
 

is
 

smaller
 

than
 

12
 

nm.
 

These
 

two
 

values
 

are
 

taken
 

as
 

the
 

optimal
 

boundary
 

condition.
 

A
 

multi-objective
 

optimization
 

method
 

is
 

proposed
 

to
 

minimize
 

the
 

mass,
 

surface
 

peak
 

PV
 

and
 

mean
 

root
 

RMS
 

under
 

certain
 

equilibrium
 

for
 

the
 

parameter
 

design
 

of
 

single
 

point
 

support
 

aperture.
 

The
 

weight
 

of
 

the
 

optimized
 

mirror
 

is
 

only
 

0. 84
 

kg,
 

and
 

the
 

lightweight
 

ratio
 

reaches
 

76% .
 

The
 

single
 

point
 

flexible
 

support
 

structure
 

uses
 

three
 

loop
 

beams
 

spaced
 

120°
 

apart
 

as
 

the
 

flexible
 

hinge,
 

and
 

utilizes
 

the
 

integrated
 

design
 

with
 

the
 

mirror
 

seat.
 

The
 

simple
 

structure
 

reduces
 

the
 

moment
 

of
 

inertia
 

of
 

the
 

scanning
 

mirror
 

component
 

and
 

improves
 

the
 

response
 

speed
 

of
 

the
 

tracking
 

camera.
 

The
 

space
 

environment
 

of
 

the
 

optimized
 

scanning
 

mirror
 

component
 

is
 

checked.
 

The
 

RMS
 

value
 

of
 

the
 

surface
 

shape
 

of
 

the
 

scanning
 

mirror
 

is
 

less
 

than
 

6nm
 

in
 

XY
 

microgravity;
 

the
 

RMS
 

value
 

of
 

the
 

surface
 

shape
 

of
 

the
 

scanning
 

mirror
 

is
 

less
 

than
 

12
 

nm
 

in
 

Z
 

gravity,
 

-50℃
 

load
 

and
 

3. 5
 

rad / s
 

rotational
 

inertia
 

load;
 

the
 

fundamental
 

frequency
 

of
 

the
 

component
 

is
 

326
 

Hz.
 

Finally,
 

the
 

experiment
 

evaluation
 

of
 

the
 

surface
 

shape
 

accuracy
 

and
 

the
 

positioning
 

accuracy
 

of
 

the
 

scanning
 

mirror
 

proves
 

the
 

feasibility
 

of
 

the
 

sc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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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在空间遥感相机系统中,推扫成像与摆动扫描成

像是空间遥感相机两种普遍采用的成像方式。 推扫成

像结构简单,但视场受像面大小限制,而且对卫星的飞

行速度和轨道高度等要求严格;摆动扫描空间相机在

光学镜头视场不变的情况下扩大视场范围[1] 。 现有摆

镜大多为一维摆扫,只能对特定的幅宽进行成像,成像

范围受到一定限制,且无法对感兴趣的目标进行搜巡

与跟踪。
目前常用的摆扫方案主要分为平面反射镜摆扫、望

远镜系统摆扫和整机摆扫。 但是,望远镜摆扫和整机摆

扫因运动部件体积和质量大,机动响应慢,控制难度较

大。 而基于平面反射镜的二维摆镜具有精确控制光束指

向、稳定光束成像质量和补偿大气抖动及平台振动引起

的光束偏转等功能,已被广泛应用于自适应光学、激光通

信、天基目标监视和空间对地观测等领域[2] 。
因此,采用二维摆镜可实现对地物或空间目标的巡

视跟踪,与一维摆镜相比,小卫星跟踪遥感相机二维摆镜

的应用环境更加恶劣,设计要求更加苛刻,主要有如下几

个特点:
1)承受旋转运动和惯性载荷:为实现对地或空间目

标的搜索、跟踪和连续成像,要求摆镜具有承受旋转运动

和惯性载荷的作用;
2)承受温度载荷:由于摆镜置于光学遥感仪器前端

的镜筒之外,不能进行热控包覆,因而不能配备独立的温

控装置,需承受较大温度载荷[3-4] ;
3)具有快速响应性:空间相机工作时除了补偿高频

相移外,还要确保相机能够快速地搜索和实时的跟踪目

标,因而需要摆镜具有较高的响应速度[5-6] 。
本文为满足某小卫星跟踪相机的研制需求,在体积

和质量方面的严格要求下,设计具有重量轻、体积小、精
度高适用于小卫星星座平台的二维摆镜组件。 因此,在
满足光学系统要求和给定空间环境的条件下为最大限度

减少摆镜体积质量,成为小卫星跟踪相机设备研制的一

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1　 反射镜轻量化设计

1. 1　 技术要求

　 　 该小卫星跟踪空间相机要求摆镜机构的二维摆动范

围不小于±15°,摆镜摆动 15°的时间不大于 1 s。 相机跟

踪目标时,为保证成像质量,要求摆镜转动速率稳定性曝

光时间内小于 1 / 5 个像元,定位精度优于 0. 01°,跟踪相

机要求通光口径不小于 210 mm,光学系统要求反射镜在

自重变形工况下面形 误 差 PV ≤ λ / 10, RMS ≤ λ / 50
(λ= 632. 8

 

nm),工作环境的温度载荷-50℃ 。 根据以上

要求,以 45°为中心摆动±15°成像,则反射镜直径尺寸至

少为 300 mm。 在满足以上空间环境的条件下,为了节约

小卫星相机的空间尺寸和减少整机质量,需对反射镜进

行轻量化。 跟踪相机摆镜工作示意图如图 1 所示,摆镜

通过俯仰和方位两个方向的扫描将地物或空间目标扫描

到光学系统,通过光学系统投射到面阵 CCD 上,实现对

地面或空间的搜索、跟踪和连续成像。

图 1　 摆镜成像示意图

Fig. 1　 Image
 

diagram
 

of
 

the
 

scanning
 

mirror

1. 2　 材料选择

　 　 反射镜材料的选择有铍(Bo)、硅( Si)、铝( Al)、光学

玻璃(K9)、熔石英(SiO2)、碳化硅(SiC)等。
铍(Bo)的密度最低、比刚度高、弹性模量高,可以作

为反射镜的材料的一种较优选择,但属于有毒材料,加工

成本高,且线膨胀系数和热畸变较大,因此加工难度大,
空间应用较少;像熔石英((SiO2)这样的玻璃陶瓷材料热

膨胀系数接近于 0,并且抗热变能力强,但其刚度仅为碳

化硅(SiC)材料的 1 / 4,而且抗断裂韧性低于碳化硅;近
些年铝(Al)合金以其灵活的加工方式和快速的制培土能

力,作为中小口径反射镜的研究发展迅速,并且引起微纳

卫星研究者的重视,但其自身弹性模量较低,轻量化程度

不高,且打孔轻量化残余应力较大,即使在高效处理后也

难以保证其光学镜面精度;相比其他材料,碳化硅( SiC)
弹性模量、比刚度极高,有利于抑制反射镜因自身重力产

生的面形变化,也可高度轻强量化,同时具有导热率高、
热畸变低等特性, 可以减少反射镜体温度梯度的变

化[7-8] 。 目前常用空间环境应用的反射镜材料属性如

表 1 所示。
选取弹性模量大、比刚度极高的碳化硅(SiC)作为反

射镜材料。 选取密度相对较低、弹性模量较大的钛合金

(TC4)作为反射镜背部柔性支撑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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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常用空间反射镜材料属性

Table
 

1　 Material
 

properties
 

of
 

common
 

space
 

mirrors

材料名称
密度 ρ

/ (g·cm-3 )
弹性模量 E /

GPa
比刚度(E / ρ)

/ 106
 

m

线胀系数 α

/ (10-6 / K)
导热率 λ

/ (W / m·K)
热畸变(α / λ)

/ (10-8
 

m / W)

SiO2 2. 19 72 32. 8 0. 5 1. 40 35. 714

K9 2. 53 81 32. 0 7. 5 1. 64 30. 490

Si 2. 33 131 56. 2 2. 6 137. 00 18. 980

SiC 3. 00 350 116. 7 2. 6 140. 00 18. 570

Bo 1. 85 287 155. 1 11. 4 216. 00 52. 780

TC4 4. 40 114 25. 9 9. 1 7. 40 1
 

229. 730

Al 2. 70 68 25. 2 25. 0 167. 00 149. 700

Mg4 Al3 1. 80 40 22. 2 25. 2 201. 00 125. 370

SiC / Al 3. 00 180 60. 0 8. 0 225. 00 35. 560

1. 3　 超轻量化反射镜初始结构

　 　 轻量化 SiC 反射镜的支撑方式和结构形式直接影响

反射镜材料的分布,表现出反射镜的刚度差异。
在空间领域,反射镜背部支撑方式多采用多点支撑,

是大口径反射镜背部支撑的主要方式,其特点是能够保

证较高的面形精度,但背部多点支撑结构复杂、体积和质

量较大,转动惯量较大,不符合小卫星跟踪相机要求响应

快的特点;相比之下,中心单点支撑方式结构简单、质量

小、刚度较高,温度变化时产生的热应力小,且通过结构

设计优化能保证其较高的面形精度。
目前,常用的轻量化孔的结构形式有三角形、四边

形、蜂窝形、扇形和复合形等。 其中三角形结构稳定,力
学性能较好,能够保证较好的刚度;四边形较三角形轻量

化程度较高、结构简单易于加工,常用在长条形反射镜,
扇形轻量化程度高,但应力效果不佳[9-10] 。

综上,为保证该摆镜在自重变形、温度变化和旋转运

动时都具有良好的面形精度及稳定性,在摆扫反射镜初

始结构设计时采用背部中心单点支撑方式,轻量化孔采

用三角形和扇形的开放式复合形式,根据以往空间反射

镜的设计经验,并考虑空间微重力条件下的面形影响,将
反射镜支撑孔径( hole

 

radius) 设为 50 mm,支撑孔壁厚

( hole
 

thickness ) 设 为 8 mm, 轻 量 化 筋 厚 度 ( rib
 

thickness)、 镜 面 厚 度 ( face
 

thickness )、 外 壁 厚 ( side
 

thickness)和镜体高度( height) 的初始值分别设为 4 mm
和 30 mm,其结构形式如图 2 所示。

2　 反射镜超轻量化设计

2. 1　 反射镜轻量化设计

　 　 图 3 为多目标集成优化设计流程,根据空间环境的

使用要求选择合适材料,确定初始结构形式,并根据使用

图 2　 摆镜初始结构

Fig. 2　 Initial
 

structure
 

of
 

the
 

scanning
 

mirror

要求指定相应设计变量和约束条件;然后选用合理的优

化算法进行多变量优化设计;并对设计结果进行空间环

境的校核;最后通过仿真分析对摆镜设计结果进行评估,
验证其轻量化结果是否满足空间环境的使用要求。

在 UG 软件中建立如图 2( a)所示的摆镜初始模型,
借助 Hypermesh 软件划分 2D 有限元模型如图 4 所示。
在轻量化网格确定后, 摆镜重量主要受镜体厚度 H
(height)、切角 α、镜面厚度 F t( face

 

thickness)、轻量化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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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多目标集成优化流程

Fig. 3　 Flow
 

chart
 

of
 

multi-objective
 

optimization

厚度 R t
 (rid

 

thichness)、支撑孔壁厚 H t( hole
 

thickness)和

外壁厚 S t(side
 

thickness)等因素的影响。 以此作为优化

设计变量,以光轴方向的微重力条件下的反射镜面行精

度(PV<63 nm,RMS<12 nm)作为边界条件,并以最小摆

镜质量作为目标进行反射镜的轻量化设计。

图 4　 初始摆镜有限元模型

Fig. 4　 Finite
 

element
 

model
 

of
 

the
 

initial
 

scanning
 

mirror

可以得出镜体厚度与反射镜质量成线性正相关,
与面形精度成反相关,切角在一定范围内与质量及面

形精度成正相关,而镜面厚、支撑孔厚及轻量化筋厚与

质量及面形之间为非线性关系。 整个反射镜的轻量化

优化设计属于非线性多变量优化问题。 其数学模型可

描述为:
min

 

mass = f(H,α,F t,R t,H t,S t);
s. t.

 

PV≤42,RMS≤12,-15≤H≤+15,0. 26
 

rad≤ α
 

≤1. 57
 

rad,2≤F t ≤5,2≤R t ≤6,2≤Ht ≤8,2≤S t ≤6
其中,PV 和 RMS 分别表示反射镜在 Z 向微重力工

况下的面形峰值和均值,单位为纳米( nm),切角单位为

弧度(rad),其他单位为毫米(mm)。
采用全局响应面算法和多岛遗传算法求解该多目标

优化问题。 该算法适应性强、计算效率高,具有比传统算

法更优的求解能力,特别适用于求解该类多目标非线性

的复杂问题[11] 。

2. 2　 优化结果

　 　 优化后的模型如图 5 所示,图 6 给出了反射镜优化

迭代过程。 表 2 列出了各结构变量的初始值、取值范围

及最终优化结果,可以看出经过优化后的反射镜镜体厚

度为 25 mm,切角角度为 21. 06°,摆镜镜面、轻量化筋和

镜面边缘厚度均为 2 mm,支撑孔厚度为 4 mm,反射镜质

量由优化前的 3. 5 kg 变为 1. 23 kg。

图 5　 优化后的摆镜模型

Fig. 5　 The
 

optimized
 

model
 

of
 

the
 

scanning
 

mirror

图 6　 摆镜迭代优化过程

Fig. 6　 Scanning
 

mirror
 

iterative
 

optimization
 

process

表 2　 设计变量及优化结果

Table
 

2　 Design
 

variables
 

and
 

optimization
 

results

变量 范围 初始值 优化值

H [ -15,15] 0 -5

Ft [2,5] 4 2

Rt [2,6] 4 2

St [2,6] 4 2

Ht [2,10] 8 4

α / rad [0. 26,1. 57] 0 0. 35

PV / nm - 114. 56 62. 95

RMSz - 74. 35 11. 56

mass / kg - 3. 5 1. 23

　 　 在以上参数优化后,由于支撑孔的直径变化也会影

响到面形精度,所以在摆镜轻量化设计过程中将支撑孔

的直径 d 也作为设计变量,如图 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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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摆镜背部轻量化形状控制图

Fig. 7　 Scanning
 

mirror
 

lightweight
 

shape
 

control
 

diagram

以反射镜最小质量作为优化目标,但这样会导致过

于追求轻量化而使镜面面形降低,为了解决此问题汪奎

等[12] 引进了性能指数 QI(quality
 

index)来作为优化结果

的评判指标,在此基础上引进面形峰值,重新定义 QI。
初次优化后的反射镜质量为 1. 23 kg,镜面面形要求 PV
不大于 63. 8 nm,RMSz 值在 12 以内,据此 QI 公式可重新

定义为:

QI = 1
3

mass
1. 23

+ PV
63

+
RMSz

12( ) (1)

在预选尺寸范围内对反射镜结构参数取值,并进行

有限元仿真和平面拟合后绘制 QI 随每个参量变化的趋

势绘图得出结论。 QI 取值越低优化效果越好。
由图 8 可以得出,摆镜支撑孔径为 70 mm 时,优化性

能指标参数 QI 取最小值 74% ,质量达到 0. 84 kg,轻量化

率为 76% 。

图 8　 支撑孔径对 QI 指数的影响趋势

Fig. 8　 Influence
 

trend
 

of
 

support
 

aperture
 

on
 

QI
 

index

3　 空间环境工作的摆镜校核

3. 1　 柔性支撑结构

　 　 为了节约该摆镜的安装空间、降低整机质量及满足

跟踪相机快速响应的特性,柔性支撑结构采用 3 个相隔

120°回形梁的柔性铰链,采用与镜座一体化的设计,材料

为钛合金(TC4),其结构如图 9 所示。 摆镜背部的镶嵌

体与一体化镜座直接相连[12] ,采用适当厚度的环带胶结

法连接,这样的连接方式不仅简单有效,适应性强,连接

刚度较好,而且温度变化时可以有效补偿镜座与摆镜之

间因材料不同及装配应力而产生的不协调形变[13-14] 。 这

种方案的摆镜组件总体质量更轻,转动惯量较小,可以满

足小卫星跟踪相机快速响应的特性,其装配图如图 10
所示。

图 9　 柔性一体化镜座

Fig. 9　 Flexible
 

integrated
 

mirror
 

holder

图 10　 摆镜组件装配图

Fig. 10　 Assembly
 

drawing
 

of
 

swing
 

mirror

3. 2　 静力载荷验证

　 　 对摆镜在轨工作中所受各种载荷进行分析,并验证

其在优化后对空间应用的适应能力。 根据摆镜的空间应

用状态对摆镜分别施加不同的载荷,包括施加微重力

(XY 方向和 Z 光轴方向)、- 50℃ 温度载荷和 3. 5
 

rad / s
旋转惯性载荷,并计算其摆镜面形拟合云图 11 所示。

计算结果如表 3 所示,从结果来看,摆镜在空间 XY
微重力工况下的面形 RMS 值小于 6 nm,Z 向重力、-50℃
载荷及 3. 5

 

rad / s 旋转惯性载荷条件下的面形 RMS 均小

于 12 nm,可以满足空间环境条件的工作要求。

表 3　 各空间载荷下的摆镜面形结果

Table
 

3　 The
 

mirror
 

shape
 

results
 

of
 

the
 

various
 

spatial
 

loads

序号 工况 载荷 PV / nm RMS / nm

1 XY 向重力 G 1
 

g 25. 62 5. 58

2 Z 向重力 G 1
 

g 40. 49 11. 81

3 温度 T -50℃ 55. 35 11. 26

4 旋转惯性 ω 3. 5
 

rad / s 35. 29 11.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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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不同载荷下的摆镜面形

Fig. 11　 Mirror
 

shape
 

of
 

pendulum
 

under
 

different
 

loads

3. 3　 模态分析验证

　 　 为了评估摆镜在颠簸运输和发射振动载荷过程中的

适应能力,需要计算摆镜的基频和振型。 在运输或发射过

程中,将摆镜的转轴锁死。 对应摆镜的模态分析中将其支

撑点的位置进行固定约束。 表 4 列出了摆镜的前 5 阶模态

分析结果及模态振型。 其中一阶模态为 326
 

Hz,显著高于

国内一般火箭发射过程的谐振频率 100
 

Hz,可以有效防止

与相机其他结构发射共振,满足设计及使用要求。

表 4　 摆镜组件的前 5 阶模态

Table
 

4　 The
 

first
 

5
 

modes
 

of
 

the
 

swing
 

mirror
 

assembly

模态 频率 振型图

1 326

2 336

3 357

4 529

5 657

4　 实验测试

4. 1　 面形精度测试

　 　 为验证设计和有限元分析的准确性与可靠性,制作

了的反射镜镜培如图 12 所示,利用干涉仪对反射镜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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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度进行检测,如图 13 所示,反射镜面形精度 RMS 为

0. 016λ,仿真数据为 5. 58 nm。 通过将重力翻转 180°来
验证摆镜入轨后面形精度的变化,翻转后的面形精度

RMS 为 0. 017λ,变化量为 0. 001λ,可以推断摆镜入轨后

面形精度满足使用要求。

图 12　 Φ300
 

mm
 

摆镜镜培

Fig. 12　 Φ300
 

mm
 

scanning
 

mirror
 

blank

图 13　 镜面干涉仪检测图

Fig. 13　 Test
 

drawing
 

of
 

the
 

mirror
 

interferometer

4. 2　 定位精度实验

　 　 为了进一步验证摆镜机构的指向精度,搭建摆镜闭

环控制系统[15] 。 硬件主要为以 DSP 为核心的控制板,还
包括一些外围电路和接口,位置传感器采用高分辨率绝

对值式编码器读取位置信号,送入 DSP 作为反馈。 控制

时对编码器产生的数字信号进行处理,改变 DSP 管理器

对应的寄存器值,从而得到周期和方向不同的 PWM 信

号。 本次实验中,借助自准直电子经纬仪来测量摆镜的

角度信息。 由于方位轴与俯仰轴具有对称性,实验只对

俯仰方向进行检测即可。
如图 14 所示,试验当中,控制电机旋转一个较小的

角度,借助光电自准直经纬仪测量指向机构实际旋转的

角度并与给定角度相比较,观察指向机构的定位精度是

否达到精度要求。 实验过程中选择控制电机旋转 0. 01°、
0. 02°和 0. 03°并进行多次重复测试,记录每次旋转的实

际角度。 考虑装配误差,每隔 1. 5°进行一次试验,实验记

录如表 5 所示。
对表 5 误差进行统计,最终得到的角度变化量的残

差如图 15 所示。 根据统计结果可判断摆镜定位精度是

否满足指标要求。

图 14　 摆镜定位精度实验图

Fig. 14　 Experiment
 

on
 

positioning
 

accuracy
 

of
 

scanning
 

mirror

表 5　 定位精度测试数据

Table
 

5　 Position
 

accuracy
 

test
 

data

实验

次数

0. 01° 0. 02° 0. 03°

角度 / ( ″) 误差 / ( ″) 角度 / ( ″) 误差 / ( ″) 角度 / ( ″) 误差 / ( ″)

1 45 9 64 -8 114 6

2 49 13 81 9 102 -6

3 47 11 80 8 111 3

4 44 8 67 -5 103 -5

5 28 -8 78 6 110 2

6 21 -15 79 7 105 -3

7 30 -6 68 -4 112 4

8 50 14 66 -6 101 -7

9 27 -9 79 7 105 -3

10 24 -12 83 11 112 4

图 15　 角度变化量的残差

Fig. 15　 Residual
 

of
 

change
 

in
 

angle

　 　 根据图 15 的统计结果可以得出,控制电机旋转一个

角度和通过光电自准直经纬仪测量的旋转角度之间的误

差随着测量角度的增加,测量精度误差越小,但最大误差

均不超过 18″。 因此,摆镜指向精度满足小于 0. 01°的指

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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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　 　 论

　 　 用于小卫星跟踪相机的二维摆镜相比传统摆镜对

其工作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反射镜由于其工作范

围大,机动速度快,不仅承受一定的旋转运动和惯性载

荷,而且由于摆镜不能配备独立的温控装置,需承受较

大温度载荷。 通过对反射镜结构的优化设计和支撑方

案的改进,确立背部了单点支撑方案,柔性铰链、镜座

一体化的设计方案,摆镜组件转动惯量较小,动态性能

更优。
在确定反射镜支撑孔径参数的过程中引入性能指标

参数 QI,将质量、面形均值 RMS 和面形峰值 PV
 

3 个设计

指标纳入 QI,较单一目标优化更加合理,可以平衡 3 个

指标的互相影响,提高优化效率。 最终反射镜的质量仅

为 0. 84 kg,轻量化率达到了 76% 。
最后通过摆镜组件在空间微重力、低温及转动等惯

性载荷的作用下对轻量化摆镜进行了面形、峰值等参数

的校核,其结果 PV≤λ / 10,RMS≤λ / 50,均满足摆镜的设

计要求,并对摆镜进行面形精度检测,验证了其入轨后面

形精度满足指标要求;搭建了二维摆镜闭环控制实验,验
证了摆镜定位精度达到了设计要求。 为同类型的小卫星

跟踪相机的摆镜组件优化设计提供了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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