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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光通信中光学天线的研究

摘要
可见光通信作为一种结合了照明与

通信的新型无线通信技术，近几年成为
一个研究的热点．光学天线是可见光通
信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优化光能
分布、提高接收功率、提升系统信噪比和
通信质量方面起重要作用．目前国内外
对于光学天线的研究可以分为发射天线
和接收天线两个部分．发射天线一般与
ＬＥＤ 光学设计相结合，按照配光方式可
以分为准直型、均匀照明型和聚焦型等
类型．接收天线采用复合抛物面聚光器、
菲涅尔透镜等光学元件作为光学接收前
端，主要目的是提高接收信号的功率．本
文介绍了近年来国内外光学天线的研究
进展，评价并比较了各种类型光学天线
的光学性能，并对光学天线的发展趋势
做出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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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近年来随着半导体照明的兴起，白光 ＬＥＤ 因其低功耗、使用寿命

长、体积小、不产生电磁辐射等优点正逐渐取代传统的白炽灯和节能

灯成为下一代照明的选择［１］ ．基于白光 ＬＥＤ 照明的可见光通信技术

将经过调制的信号加载在 ＬＥＤ 上以可见光的形式发射出去，在接收

端采用光电探测器对信号进行接收和解调，从而实现信息的传输．相
比于传统的射频通信，可见光通信具有以下优点：１）可见光通信使用

的是可见光波段（３８０ ～ ７８０ ｎｍ）进行信号的传输，可见光波段具有约

４５０ ＴＨｚ 的巨大带宽资源，并且不占用传统的无线通信波段；２）可见

光通信使用 ＬＥＤ 作为系统的信号发射端，ＬＥＤ 在实现照明的同时又

实现了通信的功能，对于室内无线通信来说覆盖范围广，仅需对现有

的设备进行简单改造即可实现大范围通信的覆盖；３）相比于传统的

无线通信，可见光通信的通信速率更快，可见光通信最新的实验速率

已经可以达到 ５０ Ｇｂ ／ ｓ［２］ ．
光学天线是可见光通信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光学天线指的是

在可见光通信系统的发射端和接收端使用的透镜等光学元件．通过对

光学天线的设计可以使光源覆盖面积增加、接收信号功率增强，从而

提高整个光学系统的通信质量．因此，光学天线的研究对于可见光通

信系统有着重要意义．光学天线可以分为发射天线和接收天线．发射

天线用在 ＬＥＤ 发射端，一般采用非成像光学的方法对 ＬＥＤ 进行二次

光学设计，从而改变 ＬＥＤ 的光能分布，实现提高光线覆盖面积或者增

加传输距离等目的．按照配光方式光学发射天线可以分为准直型发射

天线、均匀照明型发射天线和聚焦型发射天线等类型．接收天线是在

光电探测器前端采用各种光学元件，一般目的是使更多的光线能被

探测器接收，从而提高光电探测器接收到的光功率，提升通信质量．复
合抛物面聚光器、菲涅尔透镜等光学元件常用来作为光学系统中的

接收天线．本文接下来对光学天线的设计方法、典型实例进行介绍，并
且就其对于可见光通信方面指标的提升做出评价．光学天线分类如图

１ 所示．

１　 基本原理

在对光学天线进行设计时主要遵循几何光学基本原理、光线追

迹公式以及非成像光学理论，其中最重要的是非成像光学的基本理



　 　 　 　

图 １　 光学天线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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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３］ ．光学天线作为光通信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需要以光学增益、信噪比等参数为标准对光学天线

的设计质量做出评价．

１ １　 非成像光学

相比于成像光学，非成像光学更多关注的是能

量的重新分配和光能利用率的提高．非成像光学研

究的问题主要可以分为光线耦合和给定光分布两

类［４］ ．光线耦合最早用于太阳能的收集，后来随着照

明技术的发展，如何根据照明需求对光源的光能进

行重新分配逐渐成为了研究的热点．在光学系统中，
设计光学天线主要遵循非成像光学的基本原理，对
发射端的光能重新分配，并且提高接收端的光能收

集效率，从而提高通信质量．
非成像光学主要有三大基本原理：边缘光线理

论、马吕斯定律和费马原理，其中最主要的是边缘光

线理论［５⁃６］ ．边缘光线原理主要内容是在非成像光学

系统中，光源发射出的边缘光线经过光学系统后会

在接收端的边缘被接收［７］ ．根据边缘光线原理，在设

计光学天线时只要考虑入射光线和接收光线的最大

角度即可，不要求最大角度以内的光线精准成像．马
吕斯定律和费马原理则对光线在传播过程中波面、
光程的关系进行了补充说明．

１ ２　 光学天线基本参数

１）光斑能量均匀性．光斑能量均匀性定义是照

明范围内照度的最小值与平均值的比值．在可见光

通信系统中，尤其是室内环境下，ＬＥＤ 发射端既要发

送信息又要承担照明的功能，所以光斑能量的均匀

性是衡量发射端光学天线设计的重要指标．目前的

研究主要利用自由曲面的方法设计均匀照明的透

镜，以提高光斑能量的均匀性．能量均匀的光斑不仅

能满足照明标准的要求，还能使光信号均匀覆盖，提
高整体的光能利用率．

２）聚光比．在非成像光学中，聚光比可以分为几

何聚光比和光学聚光比．几何聚光比定义是光学天

线入射口径的面积与出射口径的面积的比值．光学

聚光比是几何聚光比与光效的乘积．由于光通信系

统接收端尺寸一般较小，所以一般在设计光学天线

的过程中追求大的几何聚光比，将更多的光线经过

空间上的收束后传递到接收端．
３）光学增益．光学增益定义为探测器加光学天

线和未加光学天线时接收光功率的比值，也就是加

光学天线之后的等效有效面积 Ａ１ 与未加光学天线

时有效面积 Ａ０ 之比（光功率与有效面积成正比）．光
学增益是衡量一个光学天线的重要参数．在光通信

系统中一般接收端需要大光学增益的光学天线，以
提高探测器接收到的光功率．

４）视场角．光学天线视场角指光线入射到接收

端时与接收天线中心轴的最大夹角，超过这一夹角

的光线则无法被接收端接收．视场角是衡量接收天

线的重要指标，一般来说接收天线视场角越大，能接

收到的光线就越多．以复合抛物面聚光器为例，接收

端视场角的变化会引起整个系统光学增益、天线尺

寸等方面的变化．一般在设计光学天线时要根据具

体的需求选择合适的视场角．
５）信噪比．信噪比（ＳＮＲ）是衡量通信系统的重

要指标，可见光通信系统作为通信系统的一种，所以

必须通过分析光学天线对信噪比的影响来评价光学

天线对可见光通信系统通信质量的影响．信噪比定

义是光信号与噪声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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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Ｒ 是探测器的响应率，Ｐｒ 是探测器接收的光功

率，σｉ 是噪声．可见光通信系统中主要考虑背景噪

声、电路噪声和散粒噪声．

２　 发射天线

可见光通信采用 ＬＥＤ 作为信号的发送端． ＬＥＤ
属于朗伯照明体，直接用 ＬＥＤ 芯片发送信号存在照

度分布不理想、光能利用率低的问题．因此，一般在

发射端对 ＬＥＤ 进行二次光学设计，对其光束进行收

束、准直等处理．目前国内外对 ＬＥＤ 光学天线的设计

主要采用自由曲面的方法，按照设计的功能大致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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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分为准直型透镜、均匀照明型透镜和聚焦透镜等．
下面将对这几种类型透镜的研究做详细说明．

２ １　 准直型透镜

准直型透镜可以减小 ＬＥＤ 光线的出射角度，将
绝大部分光线收束成一个较小的角度发射，这样可

以提高光束的能量，提升光信号传输的距离．２０１０ 年

西班牙的 Ｍｏｌｉｎí 等［８］设计了一种抛物线椭圆形 ＬＥＤ
准直器并进行了仿真，结果表明该聚光器光线出射

角为 １°左右，并且光能利用率达到了 ９８％．２０１２ 年，
Ｃｈｅｎ 等［９］采用了自由曲面和几何光学的方法设计

并制造了一种 ＬＥＤ 准直透镜，该 ＬＥＤ 透镜高度为

２８ ｍｍ，入射孔和出射孔直径分别为 １８ 和 ３０ ｍｍ．对
该准直透镜原型的实验结果表明该透镜的光束角为

４ ７５°，并且光能利用率高达 ９０ ３％． ２０１３ 年 Ｓｈｅｎ
等［１０］对设计的 ＬＥＤ 聚光透镜进行仿真，光源采用 １
ｍｍ×１ ｍｍ 的 ＬＥＤ 芯片，结果表明该聚光器光能利

用率达到 ９５％，并且在传输距离达到 ５００ ｍ 时绝大

部分能量都集中在半径不超过 ８ ｍ 的光斑内．２０１６
年 Ｃｈｅｎ 等［１１］设计了一种用于长距离可见光通信的

ＬＥＤ 聚光透镜，系统使用 １ Ｗ ＬＥＤ 作为发射端，采
用 ＯＯＫ 调制编码，使用该聚光透镜可以将光束角压

缩至 １ ７°，并且在 ９０ ｍ 的传输距离上达到 ２１０
Ｍｂｉｔ ／ ｓ 的传输速率和 １０－３的误码率．

上述文献中的准直透镜结构较为类似，以文献

［９］为例，准直透镜的结构一般如图 ２ 所示．该透镜

由 ５ 个曲面组成，其中②为球面，③为椭圆面，其他 ３
个曲面为自由曲面．Ｆ 为曲面①和③的焦点．整个透

镜可以分为 Ａ、Ｂ、Ｃ ３ 个区域．光线以大角度入射到 Ａ
区域时在曲面③发生全反射，在反射光光线到达焦

点 Ｆ 之前在曲面⑤上发生折射后与光轴平行射出．
入射到区域 Ｂ 的光线在曲面④上折射后平行于光轴

射出．光线以小角度入射到 Ｃ 区域时在曲面①上发

生折射，折射光线到达焦点 Ｆ 之前在曲面⑤上发生

折射后与光轴平行射出．采用准直透镜后光源发出

的任意角度光线都能经过反射和折射后平行射出，
减少了光能损失，提高了传输能量的强度和传输

距离．

２ ２　 均匀照明型透镜

在室内可见光通信系统中，ＬＥＤ 发射端同时承

担照明和通信的功能．ＬＥＤ 属于朗伯照明体，ＬＥＤ 发

出的光在照明平面上分布不均匀，中心照度高，随着

水平距离的增加照度迅速衰减． ＬＥＤ 固有的光学特

性不仅不适用于照明，并且光能利用率低，作为光通

图 ２　 准直型透镜二维结构［９］

Ｆｉｇ ２　 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ｏｌｌｉｍａｔｉｎｇ ｌｅｎｓ［９］

信系统的发射端效率较低．针对这一问题，国内外主

要采用自由曲面的方法设计透镜，改变 ＬＥＤ 的光能

分布，获得均匀照明的效果，并且提升光能利用率．
２０１０ 年美国的 Ｆｏｕｒｎｉｅｒ 等［１２］ 基于光源到目标

平面的能量映射，采用划分网格的方法设计了一种

均匀照明的 ＬＥＤ 反射杯，仿真结果表明该反射杯提

高了光学系统照明的均匀性和光能利用率．
２００８ 年浙江大学的丁毅等［１３］ 从折射定律和能

量守恒出发，采用构建一阶微分方程组的方法求解

透镜的形状，设计了一种均匀矩形光斑透镜．该透镜

长 ４０ ｍｍ、宽 ３６ ｍｍ、高 １０ ｍｍ，仿真结果表明使用该

透镜后光能利用率达到了 ９５ ５６％，中心部分照明均

匀度达到了 ９０％左右．
２０１５ 年台湾的 Ｃｈｅｎ 等［１４］ 采用光源⁃目标能量

映射的方法求解自由曲面形状，设计了一种圆形光

斑的均匀照明透镜，透镜形状如图 ３ 所示．该透镜底

面直径为 １０ ８ ｍｍ、厚度为 １０ ｍｍ．照明仿真结果表

明使用该透镜后照明均匀度达到了 ８０％，光能利用

率达到了 ９０％，并且出射光线半角有 ４５°．

图 ３　 台湾 Ｃｈｅｎ 等［１４］设计的均匀透镜尺寸及形状

Ｆｉｇ ３　 Ｕｎｉｆｏｒｍ 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ｌｅｎｓ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ｂｙ
Ｃｈｅｎ ［１４］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Ｔａｉｗａｎ

从上述文献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均匀照明型光

学天线用作光学系统的发射端可以获得均匀分布的

照度，并且可以提高光能利用率．这不仅能够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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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ＥＤ 的照明效果，还能提高光通信系统发射端发射

的能量．由于照明需求，这种光学天线发射角一般较

大，比较适合用作短距离室内光通信系统的发射端．

２ ３　 聚焦型透镜

在可见光通信系统中，由于 ＬＥＤ 调制带宽的影

响，系统的通信速率会受到限制．此外，由于光线在

信道中传播时存在衰减，系统的通信距离也会受到

限制．
为了解决通信速率和传输距离的限制，２０１３ 年

韩国的 Ｋｉｍ［１５］提出一种聚焦型的发射天线，系统结

构如图 ４ 所示．该系统采用光束自动聚焦技术将光

线聚焦在目标位置，以提高整个通信系统的信噪比．
系统的发射端采用空间光调制的方法，并且配合菲

涅尔透镜使空间光调制系统起到类似于动态衍射透

镜的作用，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聚焦光线可以使系

统的 信 噪 比 提 高 １３ ４ ｄＢ， 通 信 距 离 提 高 了

两倍［１５⁃１７］ ．

图 ４　 Ｋｉｍ［１５⁃１７］设计的自聚焦光学系统结构

Ｆｉｇ ４　 Ｓｅｌｆ⁃ｆｏｃｕｓｉｎｇ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ｂｙ
Ｓｕｎｇ⁃Ｍａｎ Ｋｉｍ［１５⁃１７］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Ｋｏｒｅａ

由于光束自聚焦技术不依赖电信号调制，因此

可以提升接收信噪比，从而提升系统的数据传输速

率．此外，通过聚焦光线到焦点上，可以提升接收光

功率，从而提升了系统的传输距离．

２ ４　 发射天线总结

从以上关于各种光学天线的研究进展中可以看

出，目前对于光学天线的设计主要基于几何光学的

基本原理和非成像光学的相关理论．对于发射天线

的设计更多的是与 ＬＥＤ 的照明设计相结合，各种类

型的发射光线共同特点是尽量使更多的光线照射到

目标平面上，以提高光能利用率．对于准直型光学天

线，各文献中的结构较为类似，都是对于大角度和小

角度发射光线分别采用全反射和折射的方法，使
ＬＥＤ 发出的光线经过透镜后以较小的角度平行射

出．准直型天线一般光能利用率高、出射角小，适用

于长距离光通信传输，缺点是不适用于照明．均匀照

明的光学天线主要采用自由曲面的方法设计透镜曲

面，由于在自由曲面设计方法中存在网格划分法、裁
剪法、数值优化法、偏微分方程法等多种方法，因此

透镜的形状一般各不相同，并且可以通过控制自由

曲面的形状来灵活控制照明区域光斑的形状和能量

分布．均匀照明型光学天线与 ＬＥＤ 照明结合最为紧

密，优点是光能分布均匀，光束角一般较大，能量利

用率高，适用于室内光通信环境．聚焦型光学天线可

以将光束聚焦在一个点上，提高接收端的信噪比，缺
点是光能利用率较低．各种类型的光学发射天线的

性能对比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各类光学发射天线性能对比

Ｔａｂｌｅ １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ｉｎｇ ａｎｔｅｎｎａｓ

发射天线 光束角 光能利用率 通信距离 照明均匀性

准直型 小，一般在 ５°以内 高 长 低

均匀型 较大 高 短 高

聚焦型 较大 低 中等 中等

３　 接收天线

３ １　 连续变焦光学天线

针对定焦天线在接收端距离和位置变化时接收

信号功率变化的问题，北京理工大学的张学彬等［１８］

设计了一种连续变焦的光学天线，如图 ５ 所示．整个

接收天线由一个直角反射棱镜和一组球面透镜组

成．棱镜起到折叠光路、减小整个光学系统尺寸的作

用，透镜 １—３ 是固定组，扩大了视场角．４ 和 ５ 组成

变焦透镜，通过移动 ４ 和 ５ 的位置改变系统的焦距．６
为补偿透镜，通过移动 ６ 的位置来补偿像面的位移．
７ 为探测器．系统尺寸为 １８ ｍｍ×６ ｍｍ，变焦倍率为

２ ４４，视场角范围 １８° ～ ４８°，系统的光学增益为

１６ ８．仿真结果表明采用变焦天线可以有效提高通

信系统接收信号的增益和信噪比，对通信质量有较

大提升．

３ ２　 复合抛物面聚光器

复合抛物面聚光器 （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Ｐａｒａｂｏｌｉｃ Ｃｏｎ⁃
ｃｅｎｔｒａｔｏｒ，ＣＰＣ）是一种常见的光学接收器，其基本结

构如图 ６ 所示．

４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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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张学彬等［１８］设计的变焦光学接收系统

Ｆｉｇ ５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ｚｏｏｍ ａｎｔｅｎｎａ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ｂｙ ＺＨＡＮＧ Ｘｕｅｂｉｎ［１８］

图 ６　 复合抛物面聚光器二维结构

Ｆｉｇ ６　 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ｐａｒａｂｏｌｉｃ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ｏｒ

ＣＰＣ 的侧面为两个对称的抛物面，ＣＰＣ 入射孔

径和出射孔的直径比值决定了视场角 θ，小于视场角

入射的光线会经过侧壁多次反射之后被底部的接收

器接收．
国内外对于 ＣＰＣ 的研究较多，王云等［１９］对 ＣＰＣ

作为可见光通信系统光学接收天线的性能做了研究

和仿真，分别分析了不同光源和不同视场角的 ＣＰＣ
对于接收增益的影响，结果表明 ６０°视场角的 ＣＰＣ
对于 ＬＯＳ 和 ＮＬＯＳ 信道的接收功率分别提高了 ４ ３９
和 ４ ７７ ｄＢｍ．瑞士的 Ｃｏｏｐｅｒ 等［２０］ 对传统的 ＣＰＣ 进

行了改进，改变了入射孔的形状，分析了不同多边形

的入射孔对于聚光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各种形

状中四边形的聚光性能最好，如图 ７ 所示．四边形无

缝拼接的特点可以大幅提高多个 ＣＰＣ 阵列整体的

光能利用率［２０］ ．

３ ３　 菲涅尔透镜

菲涅尔透镜与传统透镜相比，具有会聚能力强、

图 ７　 Ｃｏｏｐｅｒ 等［２０］设计的四边形孔径 ＣＰＣ
Ｆｉｇ ７　 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ｌ ａｐｅｒｔｕｒｅ ＣＰＣ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ｂｙ Ｃｏｏｐｅｒ［２０］

体积小、质量轻、量化生产成本低等优势，现阶段主

要应用于包括投影及太阳能光伏领域［２１⁃２３］ ．菲涅尔

透镜的一般结构如图 ８ 所示．

图 ８　 菲涅尔透镜

Ｆｉｇ ８　 Ｆｒｅｓｎｅｌ ｌｅｎｓ

菲涅尔透镜的一面一般为平面（平面菲涅尔透

镜）或者曲面（曲面菲涅尔透镜），另一面为一组同

心的棱形槽，每个棱形槽都可以对入射光线起到折

射的作用．菲涅尔透镜可以将平行入射的光线聚焦

在一个焦点（点聚焦）或一条线上（线聚焦）．
２０１１ 年西安理工大学的赵太飞等［２４］ 在普通的

５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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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球透镜前面添加了菲涅尔透镜组成了一个二级光

学系统，入射光线先由菲涅尔透镜进行初步聚光，再
由半球透镜将光线聚焦在接收器处．仿真结果表明

使用菲涅尔透镜可以将接收系统的光学增益提高近

一倍［２４］ ．２０１２ 年南京邮电大学的徐宁等［２５］ 设计了

一种弯月形复合菲涅尔透镜，在光源光功率为 ２０
ｍＷ 的情况下探测器可以接收到 １８ ｍＷ 的光能量，
利用率达到了 ９０％．２０１５ 年李湘等［２６］对菲涅尔透镜

作为光学接收天线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设计了

一种等齿距平面菲涅尔透镜，仿真结果表明平面点

聚焦菲涅尔透镜的光学效率可以达到 ９２ １％，可以

有效提高光通信系统接收端的光学增益．

３ ４　 角度分集接收器

针对光通信系统中存在遮挡导致无法通信以及

码间串扰等问题，诺森比亚大学的 Ｂｕｒｔｏｎ 等［２７］ 和南

京邮电大学的孔梅梅等［２８］ 都提出了一种采用角度

分集思想的多面体式光学接收器．该类多面光学接

收器结构如图 ９ 所示．每个探测器的视场角为 ６０°，
多个探测器可以保证水平视场 ３６０°、垂直市场 １８０°
的全覆盖接收．Ｂｕｒｔｏｎ 等［２７］ 的研究表明由于多个探

测器的存在，该接收天线能实现全向的光信号接收，
并且系统能实现较高的信噪比，误码率仅为 １０－６ ．孔
梅梅等［２８］研究了单个光锥接收到的光强随入射角

的变化关系，在此基础上确定了光锥两两之间的夹

角，给出了具体的布局设计方案，并根据接收光强的

情况研究了角度分集接收技术对于系统码间干扰的

影响．

图 ９　 角度分集接收器［２７］

Ｆｉｇ ９　 Ａｎｇｌ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 ａｎｔｅｎｎａ［２７］

３ ５　 接收天线总结

光学接收天线作为光学系统的接收前端，其主

要目的是使探测器接收到更多的能量，提升系统的

信噪比．本文讨论的各接收天线中，连续变焦天线采

用的透镜均为普通球面镜，成本低，并且有变焦接收

的功能．复合抛物面聚光器的视场角和增益都与其

上下孔的尺寸有关，优点是可以通过截断来控制视

场角，比较适合用作可见光通信系统的接收天线．菲
涅尔透镜尺寸较小，便于灵活应用在各种光学系统

中，缺点是只对平行光有较好的聚焦效果．角度分集

接收器优点是视场角很大，能够实现全角度覆盖接

收，一定程度上能克服遮挡带来的信道损失．但角度

分集接收器由多个光锥组成，增加了系统的复杂度．
各种类型的光学接收天线的性能比较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各类光学接收天线性能对比

Ｔａｂｌｅ ２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 ａｎｔｅｎｎａｓ

接收天线 视场角 尺寸 增益

连续变焦 中等 较小 中等

复合抛物面聚光器 与截取比有关 可变 与视场角有关

菲涅尔透镜 较小 小 高

角度分集接收器 全向 中等 较高

４　 光学天线展望

光学天线作为光通信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
于系统通信质量的提升有着重大意义．然而，现阶段

光学天线研究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与挑战．首先是

天线设计的优化方面，由于光学天线尤其是自由曲

面透镜的形状一般较为复杂，因此其设计的流程步

骤较为繁琐，如何优化算法实现快速准确的光学天

线设计是今后研究的重点；其次，光学天线一般加工

复杂、成本较高，如何降低生产成本是光学天线能否

得到应用的关键所在；最后，随着光通信系统的发

展，发射机和接收机向小型化、便携化方向发展，光
学天线的尺寸会影响其在光通信系统中应用的前

景．光学收发天线小尺寸、轻型化会是今后设计的发

展趋势，光学天线也会在可见光通信系统中发挥更

加重要的作用．

５　 结语

可见光通信在国内外已经有了 １０ 多年的研究

历史，目前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提升通信速率和

系统的稳定性等方面．光学天线的研究对于可见光

通信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光学天线的设计可以同时

优化可见光通信系统在通信和照明两个方面的性

能．此外，光学天线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光通信

系统信道遮挡和码间串扰等问题．随着光学设计研

究的发展，光学天线会在可见光通信系统中发挥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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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 １ ］　 Ｓｃｈｕｂｅｒｔ Ｅ Ｆ，Ｋｉｍ Ｊ Ｋ． Ｓｏｌｉｄ⁃ｓｔａｔｅ ｌｉｇｈｔ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ｇｅｔｔｉｎｇ
ｓｍａｒｔ［Ｊ］．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５，３０８（５７２６）：１２７４⁃１２７８

［ ２ ］　 迟楠．ＬＥＤ 可见光通信技术［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
社，２０１３
ＣＨＩ Ｎａｎ． ＬＥＤ ｖｉｓｉｂｌｅ ｌｉｇｈ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ｓｉｎｇｈｕ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３

［ ３ ］　 张学彬．可见光无线通信光学接收天线设计［Ｄ］．北
京：北京理工大学光电学院，２０１５
ＺＨＡＮＧ Ｘｕｅｂｉｎ．Ｏｐｔｉｃａｌ 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 ａｎｔｅｎｎａ ｄｅｓｉｇｎ ｆｏｒ ｖｉｓ⁃
ｉｂｌｅ ｌｉｇｈ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Ｄ］． 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Ｏｐｔｏｅ⁃
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Ｂｅｉｊ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５

［ ４ ］　 罗毅，张贤鹏，王霖，等．半导体照明中的非成像光学
及其应用［Ｊ］．中国激光，２００８，３５（７）：９６３⁃９７１
ＬＵＯ Ｙｉ， ＺＨＡＮＧ Ｘｉａｎｐｅｎｇ， ＷＡＮＧ Ｌｉｎ， ｅｔ ａｌ． Ｎｏｎ⁃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ｏｐ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ｏｌｉｄ ｓｔａｔｅ ｌｉｇｈｔｉｎｇ
［Ｊ］．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ｓｅｒｓ，２００８，３５（７）：９６３⁃９７１

［ ５ ］　 梁雪． ＬＥＤ（准直）光源的 ＳＭＳ 非成像光学设计方法
［Ｄ］．浙江：浙江工业大学理学院，２０１３
ＬＩＡＮＧ Ｘｕｅ．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ｌｙ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ＬＥＤ ｃｏｌｌｉｍａｔｏｒ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ｎｏｎｉｍａｇｉｎｇ ｏｐｔｉｃｓ
［Ｄ］．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３

［ ６ ］　 张丽．高匀光性菲涅尔聚光光学系统的设计［Ｄ］．北
京：中国计量学院光学与电子科技学院，２０１３
ＺＨＡＮＧ Ｌｉ．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Ｆｒｅｓｎｅｌ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ｎｇ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 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Ｄ］．
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ｈｉｎａ Ｊｉｌｉａ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３

［ ７ ］ 　 Ｃｈａｖｅｓ Ｊ．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ｎｏｎｉｍａｇｉｎｇ ｏｐｔｉｃｓ ［Ｍ］． Ｂｏｃａ
Ｒａｔｏｎ，Ｆｌｏｒｉｄａ：ＣＲＣ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５

［ ８ ］ 　 Ｖｚｑｕｅｚ⁃Ｍｏｌｉｎí Ｄ，Ｍｏｎｔｅｓ Ｍ Ｇ，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ｚ⁃Ｂａｌｂｕｅｎａ Ａ
Ａ，ｅｔ ａｌ． Ｈｉｇｈ⁃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ｌｉｇｈｔ⁃ｅｍｉｔｔｉｎｇ ｄｉｏｄｅ ｃｏｌｌｉｍａｔｏｒ
［ Ｊ ］．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１０， ４９ （ １２ ）： １２３００１⁃
１２３００１⁃８

［ ９ ］　 Ｃｈｅｎ Ｊ Ｊ，Ｗａｎｇ Ｔ Ｙ，Ｈｕａｎｇ Ｋ Ｌ，ｅｔ ａｌ．Ｆｒｅｅｆｏｒｍ ｌｅｎｓ ｄｅ⁃
ｓｉｇｎ ｆｏｒ ＬＥＤ ｃｏｌｌｉｍａｔｉｎｇ 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 Ｊ ］． Ｏｐｔｉｃｓ
Ｅｘ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２，２０（１０）：１０９８４⁃１０９９５

［１０］ 　 Ｓｈｅｎ Ｙ，Ｈｕａｎｇ Ｙ，Ｘｉｎｇ Ｈ．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ｃｏｌｌｉｍａｔ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ＬＥＤ ｓｏｕｒｃｅ［Ｃ］∥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ＩＴ２０１３），２０１３：９０４２０Ｖ⁃７

［１１］　 Ｃｈｅｎ Ｙ，Ｗｅｎ Ｓ，Ｗｕ Ｙ， ｅｔ ａｌ． Ｌｏｎｇ⁃ｒａｎｇｅ ｖｉｓｉｂｌｅ ｌｉｇｈ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ＬＥＤ ｃｏｌｌｉｍａｔｉｎｇ ｌｅｎｓ
［Ｊ］．Ｏｐｔｉｃ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６，３７７：８３⁃８８

［１２］　 Ｆｏｕｒｎｉｅｒ Ｆ Ｒ，Ｃａｓｓａｒｌｙ Ｗ Ｊ，Ｒｏｌｌａｎｄ Ｊ Ｐ．Ｆａｓｔ ｆｒｅｅｆｏｒｍ ｒｅ⁃
ｆｌｅｃｔｏ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ｕｓｉｎｇ ｓｏｕｒｃｅ⁃ｔａｒｇｅｔ ｍａｐｓ ［ Ｊ］． Ｏｐｔｉｃｓ
Ｅｘ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０，１８（５）：５２９５⁃５３０４

［１３］　 Ｄｉｎｇ Ｙ，Ｌｉｕ Ｘ，Ｚｈｅｎｇ Ｚ Ｒ，ｅｔ ａｌ．Ｆｒｅｅｆｏｒｍ ＬＥＤ ｌｅｎｓ ｆｏｒ
ｕｎｉｆｏｒｍ 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Ｊ］．Ｏｐｔｉｃｓ Ｅｘ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１６（１７）：
１２９５８⁃１２９６６

［１４］　 Ｃｈｅｎ Ｊ Ｊ，Ｈｕａｎｇ Ｚ Ｙ，Ｌｉｕ Ｔ Ｓ，ｅｔ ａｌ．Ｆｒｅｅｆｏｒｍ ｌｅｎｓ ｄｅｓｉｇｎ
ｆｏｒ ｌｉｇｈｔ⁃ｅｍｉｔｔｉｎｇ ｄｉｏｄｅ ｕｎｉｆｏｒｍ 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ａ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ｓｏｕｒｃｅ⁃ｔａｒｇｅｔ ｌｕｍｉｎｏｕｓ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Ｊ］．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Ｏｐｔｉｃｓ，２０１５，５４（２８）：１４６⁃１５２
［１５］　 Ｋｉｍ Ｓ Ｍ．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ｖｉｓｉｂｌｅ ｌｉｇｈｔ ｃｏｍ⁃

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ｕｓｉｎｇ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ｂｅａｍｆｏｒｍｉｎｇ［Ｃ］∥２０１３ Ｆｉｆ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Ｕｂｉｑｕｉｔｏｕｓ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Ｎｅｔ⁃
ｗｏｒｋｓ （ＩＣＵＦＮ），２０１３：３６２⁃３６５

［１６］　 Ｋｉｍ Ｓ Ｍ． 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ｕｓｉｎｇ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ｂｅａｍｆｏｒｍｉｎｇ ［ Ｊ］．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１３， ５２
（４）：３２０５

［１７］　 Ｋｉｍ Ｓ Ｍ．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ｖｉｓｉｂｌｅ ｌｉｇｈ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ｕｓｉｎｇ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ｂｅａｍｆｏｒｍｉｎｇ ［ Ｊ ］．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１３，５２（１０）：１０６１０１

［１８］　 Ｚｈａｎｇ Ｘ Ｂ， Ｔａｎｇ Ｙ， Ｃｕｉ Ｌ， ｅｔ ａｌ．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ｚｏｏｍ
ａｎｔｅｎｎａ ｆｏｒ ｍｏｂｉｌｅ ｖｉｓｉｂｌｅ ｌｉｇｈ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Ｊ ］．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Ｏｐｔｉｃｓ，２０１５，５４（３２）：９６０６⁃９６１２

［１９］　 王云，蓝天，李湘，等．复合抛物面聚光器作为可见光
通信光学天线的设计研究与性能分析［Ｊ］．物理学报，
２０１５，６４（１２）：２４９⁃２５６
ＷＡＮＧ Ｙｕｎ，ＬＡＮ Ｔｉａｎ，ＬＩ Ｘｉａｎｇ，ｅｔ 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ｐａｒａｂｏｌｉｃ ｃｏｎｃｅｎ⁃
ｔｒａｔｏｒｓ ａｓ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ａｎｔｅｎｎａｓ ｉｎ ｖｉｓｉｂｌｅ ｌｉｇｈ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Ｊ］．Ａｃｔａ Ｐｈｙｓ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５，６４（１２）：２４９⁃２５６

［２０］ 　 Ｃｏｏｐｅｒ Ｔ，Ｄäｈｌｅｒ Ｆ，Ａｍｂｒｏｓｅｔｔｉ Ｇ，ｅｔ 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ｐａｒａｂｏｌｉｃ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ｏｒｓ ｗｉｔｈ 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ｌ
ａｐｅｒｔｕｒｅｓ［Ｊ］．Ｓｏｌａｒ Ｅｎｅｒｇｙ，２０１３，９５（５）：３０８⁃３１８

［２１］　 王刚，胡芃，陈则韶，等．两级透射⁃反射聚光分频电热
联产系统设计和分析［ Ｊ］．物理学报，２０１２，６１（１８）：
２３９⁃２４３
ＷＡＮＧ Ｇａｎｇ，ＨＵ Ｐｅｎｇ，ＣＨＥＮ Ｚｅｓｈａｏ，ｅｔ ａｌ．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ｗｏ⁃ｓｔａｇｅ 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ｅｄ⁃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ＰＶ ／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ｉｔｈ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ｂｅａｍ ｓｐｌｉｔｔｅｒ［ Ｊ］．Ａｃｔａ
Ｐｈｙｓ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２，６１（１８）：２３９⁃２４３

［２２］　 程颖．聚光光伏系统聚光器的初步研究［Ｄ］．天津：天
津大学精密仪器及光电子工程学院，２００９
ＣＨＥＮＧ Ｙｉｎｇ．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ｌａｒ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ｏｒ ｐｈｏｔｏｖｏｌｔａ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Ｄ］．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 Ｏｐｔｏ⁃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９

［２３］　 刘永强．均匀聚光菲涅尔透镜设计及性能研究［Ｄ］．哈
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２０１２
ＬＩＵ Ｙｏｎｇｑｉａｎｇ．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ｆｏｒｍ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ｎｇ Ｆｒｅｓｎｅｌ ｌｅｎｓ［Ｄ］．Ｈａｒｂｉｎ：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Ｈａｒｂｉ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２

［２４］　 赵太飞，柯熙政，梁薇，等．紫外光散射通信中一种二
级光学接收系统设计［Ｊ］．压电与声光，２０１１，３３（２）：
３１０⁃３１４
ＺＨＡＯ Ｔａｉｆｅｉ，ＫＥ Ｘｉｚｈｅｎｇ，ＬＩＡＮＧ Ｗｅｉ，ｅｔ 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ｔｗｏ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ｒｅｃｅｉｖ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ＵＶ ｓｃａｔｔｅｒｉｎｇ ｃｏｍ⁃
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Ｊ］． Ｐｉｅｚｏ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ｓ ａｎｄ Ａｃｏｕｓｔｏｏｐｔｉｃｓ，２０１１，
３３（２）：３１０⁃３１４

［２５］　 徐宁，徐丹彤，杨庚，等．可见光通信中菲涅耳透镜仿
真设计与优化 ［ Ｊ］． 量子电子学报， ２０１２， ２９ （ ５）：
６２９⁃６３６
ＸＵ Ｎｉｎｇ，ＸＵ Ｄａｎｔｏｎｇ，ＹＡＮＧ Ｇｅｎｇ，ｅｔ 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ｏｐｔｉｍｉｚｉｎｇ ｏｆ Ｆｒｅｓｎｅｌ ｌｅｎｓ ｉｎ ｖｉｓｉｂｌｅ ｌｉｇｈ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Ｑｕａｎｔｕｍ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２０１２，２９
（５）：６２９⁃６３６

［２６］　 李湘，蓝天，王云，等．室内可见光通信系统中菲涅尔

７５１
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７，９（２）：１５１⁃１５８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１７，９（２）：１５１⁃１５８



透镜接收天线的设计研究 ［ Ｊ］．物理学报，２０１５，６４
（２）：１１２⁃１１８
ＬＩ Ｘｉａｎｇ，ＬＡＮ Ｔｉａｎ，ＷＡＮＧ Ｙｕｎ，ｅｔ ａｌ．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Ｆｒｅｓｎｅｌ ｌｅｎｓ ｆｏｒ ａｎ ａｎｔｅｎｎａ ｉｎｉｎｄｏｏｒ ｖｉｓｉｂｌｅ ｌｉｇｈｔ ｃｏｍ⁃
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 Ｊ］． Ａｃｔａ Ｐｈｙｓ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２０１５， ６４
（２）：１１２⁃１１８

［２７］　 Ｂｕｒｔｏｎ Ａ，Ｌｅ Ｍｉｎｈ Ｈ，Ｇｈａｓｓｅｍｌｏｏｙ Ｚ，ｅｔ ａｌ．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ｏｒ １８０° ｒｅｃｅｉｖｅｒ ｉｎ ｖｉｓｉｂｌｅ ｌｉｇｈ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Ｃ］∥ＩＥＥＥ Ｆｏｕｒ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Ｃｏｍｍｕ⁃

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ＩＣＣＥ），２０１２：４８⁃５３
［２８］　 孔梅梅，梁忠诚，张国虎．采用角度分集接收技术的光

学天线设计 ［ Ｊ］． 红外与激光工程， ２０１２， ４１ （ ３）：
７５０⁃７５４
ＫＯＮＧ Ｍｅｉｍｅｉ，ＬＩＡＮＧ Ｚｈｏｎｇｃｈｅｎｇ，ＺＨＡＮＧ Ｇｕｏｈｕ．Ｏｐ⁃
ｔｉｃａｌ 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 ａｎｔｅｎｎａ ｄｅｓｉｇ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ｎｇｌ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Ｊ］．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ａｎｄ Ｌａｓｅｒ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２，４１
（３）：７５０⁃７５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ａｎｔｅｎｎａ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ｖｉｓｉｂｌｅ ｌｉｇｈ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ＷＵ Ｎａｎ１ 　 ＹＡＮＧ Ａｉｙｉｎｇ１ 　 ＦＥＮＧ Ｌｉｈｕｉ１ 　 ＸＩＮ Ｘｉａｎｇｊｕｎ２

１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Ｏｐｔｏ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Ｂｅｉｊ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８１
２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Ｂｅｉ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ｏｓｔｓ ａｎｄ 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８７６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ｓ ａ ｎｅｗ 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ｖｉｓｉｂｌｅ ｌｉｇｈ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ｖｅ ｒｅｃｅｎｔｌｙ．Ｏｐｔｉｃａｌ ａｎｔｅｎｎａ ｐｌａｙｓ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ｉｎ ｖｉｓｉｂｌｅ ｌｉｇｈ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ｉｔ ｃａｎ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 ｔｈｅ ｌｉｇｈｔ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ｐｏｗｅｒ，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ａｌ
ｔｏ ｎｏｉｓｅ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ａｎｔｅｎｎａ ｉ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ｆｏｃｕ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ｉｎｇ ａｎｔｅｎｎａ 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ｃｅｉｖ⁃
ｉｎｇ ａｎｔｅｎｎａ． 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ｉｎｇ ａｎｔｅｎｎａ ｉｓ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ＬＥＤ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 ｂｅ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ｃｏｌｌｉｍａ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ｕｎｉｆｏｒｍ 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ａｎｄ ｆｏｃｕｓ ｔｙｐｅ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ｌｉｇｈｔ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 ａｎ⁃
ｔｅｎｎａ ｕｓｅ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ｐａｒａｂｏｌｉｃ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ｏｒ （ＣＰＣ），Ｆｒｅｓｎｅｌ ｌｅｎｓ ｏｒ ｏｔｈｅｒ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ａｓ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ｒｅｃｅｉｖ⁃
ｉｎｇ ｆｒｏｎｔ ｅｎｄ ｔｏ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ａｎｔｅｎｎａ ａｔ ｈｏｍｅ ａｎｄ
ａｂｒｏａｄ ｉｓ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Ｔｈｅ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ａｎｔｅｎｎａ ｉ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ａｎｄ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ａｎｔｅｎｎａ ｉｓ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ｅ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ｖｉｓｉｂｌｅ ｌｉｇｈ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ｐｔｉｃａｌ ａｎｔｅｎｎａ；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ｉｎｇ ａｎｔｅｎｎａ；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 ａｎｔｅｎｎａ

８５１
吴楠，等．可见光通信中光学天线的研究．

ＷＵ Ｎａｎ，ｅｔ 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ａｎｔｅｎｎａ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ｖｉｓｉｂｌｅ ｌｉｇｈ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