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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电工程与装备专题导读
−中科院青促会携手《光电工程》推出专刊

  

光电工程是将光学、电学、信息学和材料学等多学科有机结合起来的一门学科，它主要围绕着光电技术展

开，旨在研究光、电与物质之间相互作用的科学问题，并且运用光电技术研制和生产各种产品。随着科技的不

断发展，光电工程在通信、能源、医疗等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智能化、集成化、微型化将成为未来的发展趋

势。而光电装备作为国防建设和民生经济的标志性装备之一，已成为现代信息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光电技术

及其相关装备不仅是光电工程研究的重要工具，也是核心产出之一。

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 (以下简称“青促会”) 成立于 2011 年 6 月，是中科院对全院 35 岁以下青年科

技人才进行综合培养的创新举措，旨在通过有效组织和支持，团结、凝聚全院青年科技工作者，拓宽学术视野，

促进相互交流和学科交叉，提升科研活动组织能力，培养造就新一代学术技术带头人，是全院青年科研人员的

核心骨干力量。

2023 年，青促会联合《光电工程》期刊，组织了“光电工程与装备”专题，包括共八篇综述或原创论文，

全部来自青促会会员及其团队。

专题中有三篇综述论文和一篇原创论文侧重于介绍光学成像与测量技术的发展现状、研究难点与具体应用。

其中，《光刻物镜波像差绝对检测技术综述》详细梳理了绝对检测技术在不同波像差检测方法中的应用和研究

进展，重点总结了绝对检测技术在不同波像差检测方法中的技术难点，同时展望了该技术的未来发展趋势。

《光片荧光显微镜研究进展》详细概述了光片荧光显微镜的基本组成、结构优化以及样品端的处理方法，总结

了光片荧光显微镜发展的潜在方向以及局限性。《偏振集成红外光电探测器研究进展与应用》重点介绍了偏振

集成光电探测器单元器件、线列焦平面、面阵焦平面的研究进展，分析了多种获得高消光比偏振集成探测器的

关键技术，以及偏振成像的各种典型应用。原创论文《基于空间复用检测的共焦非视域成像》提出将空间复用

检测 (SMD) 的采集方式引入到共焦光路中，将 SMD 的采集方式与光锥变换 (LCT) 的重建算法结合，从而提高

回波信号的信噪比，成功提高成像质量。

其他文章则探讨了光学材料研究进展与加工方法、材料性能提升手段、光学系统设计等内容。两篇综述中，

《新型红外隐身结构材料研究综述》详细介绍了国内外红外隐身材料的研究进展，就微纳结构大面积柔性加工

方法进行了深入分析。归纳了当前红外隐身材料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展望了未来发展趋势。《Ce3+掺杂闪烁玻

璃的研究进展》根据 Ce3+掺杂不同玻璃基质分类，重点关注了主要闪烁性能和抗辐照特性，总结了国内外的最

新研究成果，并且针对不同玻璃体系的研究现状，从玻璃组成与制备工艺两个方面探讨了玻璃性能提升手段。

两篇原创论文中，《光楔分光中波红外 Fizeau 型干涉仪光学系统设计》采用了两次反射折叠准直光路结构，既

保证了良好的准直波前，又优化了光楔设计，兼顾干涉成像波前，从而降低了干涉系统回程误差，提升了测量

准确度。《惯性稳定万向架中基于 SBG 惯导的捷联控制技术》提出了一种基于 SBG 的位置速度双扰动前馈的

稳定方法，并通过引入高通滤波器实现扰动前馈的解耦，提升了系统扰动抑制能力，获得更好的稳定精度。

以上专题文章将以“中科院青促会专刊”的形式在《光电工程》2023 年第 5 期刊出。该专刊将展现青促会

会员及其团队在光电技术领域重大工程、先进装备等方面的重要研究进展和创新成果，探讨光电工程与装备的

应用前景和发展思路，促进本领域及其交叉创新研究的学术交流和技术合作，为广大同行开展相关技术研究提

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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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组稿专家

段辉高(1982-)，男，湖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湖南大学粤港澳大湾区创新研

究院院长、国家高效磨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首批

特邀会员。于兰州大学获物理学学士和博士学位，曾先后在中科院电工所、美国麻省

理工学院、新加坡科技研究局材料工程研究院、德国斯图加特大学及马普固体所等机

构从事科研工作，2012年加入湖南大学。在Nature  Nanotechnology、Nature  Energy、

Nature Communications、Nano Letters等期刊发表SCI论文240余篇，他引12000余次，H指

数62，主持和完成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10余项，申请或授权

PCT、美国、中国等发明专利40余项。目前的研究兴趣为高能束微纳制造及相关应用

研究。

杨平(1980-)，男，博士，中国科学院光电技术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博士生

导师，国家首批卓青基金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首批特聘核心岗位入选者。中国科学院

青年创新促进会会员。主要从事光场信号处理、自适应光学，激光光束控制等方向关

键技术和系统集成研究。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十多项重大项目，取得两项国际领

先的科研成果，并两次入选科技十大进展，是国家两个重大项目专家组专家。近几年

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部委科技进步一等奖，中国科学院杰出青年，中国科

学院卓越青年科学家，四川省天府青城创新领军人才，四川省创新争先奖等十多项国

家、省部级科研奖励和荣誉。发表文章100多篇，专利60多件，培养博士、硕士研究生

20多名。

伍洲(1986-)，女，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硕士生导师，博士，专业

为光学工程。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装备分会会长，北京市科技新星，中科院空

天院第一届未来之星。2004年至2010年就读于北京理工大学电子工程系，于2008年、

2010年和2019年先后获工学学士、工学硕士和工学博士学位。长期从事光学精密检测

技术研究和仪器研制等研究工作。近五年先后承担了光学精密检测领域的国家任务、

仪器研制和预研等项目17项，主持研制了激光无线测振仪、远距离高精度激光测振仪、

公里级超长距激光测振仪和短相干激光干涉仪等多型系列化激光测振和高精度面形检

测的光学精密测量仪器，并获得用户示范应用。近五年承担项目经费近20000万元，发

表学术论文20余篇，获得授权发明专利13项。作为主要负责人所在的相干成像技术研

究方向，在中科院一三五国际诊断评估中被评为优秀重点培育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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