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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曲示意圖

像場彎曲

場曲示意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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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場彎曲(1)

0.0mm[21]

+1.5mm[21] +4.5mm[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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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曲量測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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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比分析

光場不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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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3 k2 k1
K4 P(x,y) K0
K5 K6 K7

(I)
If                                               g=0~7
Then Sb=P(x,y)+Sb, lb=lb+1

lb：所有核心亮點之點素數目
Sb：所有核心亮點之點素亮度總合
：理想亮點

(II)
If                                               d=0~7
Then Sd=P(x,y)+Sd, ld=ld+1

ld：所有核心暗點之點素數目
Sd：所有核心暗點之點素亮度總合
：理想暗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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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比分析(1)

光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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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曲實體結構與實驗流程

 

實體架構

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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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測投影圖片

預設投影之圖片(R、G、B)

minmax

minmax

cc

cc
c II

II
C

+
−

=
minmax

minmax

rr

rr
r II

II
C

+
−

=

cC maxcI mincI

rC maxrI minrI

、 、 分別為影像中央之亮暗對比值和像素最多和次多之灰度值

、 、 分別為影像右緣之亮暗對比值和像素最多和次多之灰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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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曲實驗數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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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射紅色波長之場曲分析數據與圖形

投射綠色波長之場曲分析數據與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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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曲實驗數據(1)

投射藍色波長之場曲分析數據與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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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MAX模擬驗證
場曲像差之自動分析影片

場曲模擬數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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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MAX模擬驗證

wavelength = 0.486133 micr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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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result

藍色波長之場曲理論值與實際量測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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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MAX模擬驗證

wavelength = 0.587562 micr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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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result

綠色波長之場曲理論值與實際量測比較



逢甲大學自動控制工程學系 微影與光電研究室 - 15 -

ZEMAX模擬驗證

wavelength = 0.656273 micr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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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result

紅色波長之場曲理論值與實際量測比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