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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级偏转象差 中的 效应 洲户产

式所表示 常数在小偏转角时应用 级偏转象 论得到 了解释 当偏

转角达到 甚至更高时
,

式所表示 的 常数不再守恒
。

文献 间 从五级偏转象差

理论出发
,

给 出了在 大偏转角下 的五阶 常数的表达式
,

五阶 肠 常数在

五级偏转象差的校正中是十分重要的
。

本文应用 多极场象差校 正理论
,

从多极场的角度 出发
,

应用区域分割的方法
,

对三阶
、

五

阶
、

七阶 效应进 行 分析 在进行 分析之前
,

先对 常数进行定义
,

对后面所

用到的一些参数进行说明
。

常数 的定义

采用 文献 对 常数的定义 。 阶 常数就是一些象散或象散系数的线

性组 合
,

这些 象散或象散系数受偏转磁场 的 次谐波的影响非常灵敏
,

而它们的组合却近似与
,, 次 铸波 及更高次谐波无关

。

用 天
‘

表 小 由象散系数组合成的 。 阶 常数
,

界
。

表示

由屏上 读得象散值组合而成 的 。 阶 常数
。

, 一 一

收到
, 一 一

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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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不考虑束夹角 。 的高次项 的影响
,

仅对偏转象差 中占主要部分的束夹角 。 的一 次项进行分

析
。

若在超 大偏转角下偏转象差中束夹角 的高次项必须考虑时
,

应首先采用文献 介绍的

方法对束夹角 的高次项进行校正
,

再考虑 效应的影响

三 阶和 五 阶 肠 效应

在区域 中
,

三级偏转象差起主要作用
,

忽略束夹角 。 的高次项的影响
,

则三级偏转象差
的象散项可写为

。。 二 一 欢 咭 。 , 一 ‘ 几

场
、 、

如 为三级象散系数
,

它们 同时受二极场和六极场的影响
,

所以三级象散系数又可写

为

姚
,

‘ 一 凡 姚 , ,

生

坑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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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标 表示对应 的多极场
, 、

纫
、

如〔司 表示二极场对象差系数的影响
, 、

碗 , 表示六极场对象差系数的影响
,

六极场影响的系数可以从文献 同 中的表 同时考虑文献
钾沪户

可 以用十极场将它们消为
,

这就是五阶 肠 效应 问题 考虑二极场 六极场
、

十极场的 一
影响

,

五级偏转象差 的象散系数又可以写为

、产、,了、、少、‘声、,声,八‘二,工上几曰几
子、了‘、了、了、吸、。 , ,

,

一 , , ,

,

一 ,

, , , 一 ,

“ , ,

一 ,

其中 叙
,

即厂
· ·

⋯ 表示二极场
、

六极场对象散系数的影响
, 、

表示行
、

帧十极场

对象散系数的影响
,

它的系数可以从文献 闭 的表 得到 一 式成立的条件与三阶

肠 常数中成立的条件相同 由于 式有五个象散系数
,

而只有两个可以利用 的十极场

参数
,

所以将
、 、

式代入
、

式可以得到三个互不相关的
、

由象散系数

表示 的 肠 常数



在区域 超大偏转角下进行偏转象差的校正时 应考虑七阶 肠 效应 七阶 升
效应决定 了是否能在超大偏转角下实现 自会聚

。

不考虑束夹角 的高次项
,

文献 中的七级

偏转象差的象散项为

尤刀

冷

一 。 欢 。 砍玲 。 欢对 。增 。 ,

一 玲 。 欢玲 。 欢, 。

。 、 。 为七级象散系数
,

考虑十四极场的影响
,

七级偏转象差的象散系数可写为

铭
矛

‘
、声

‘、了‘、

、、、、产邓公助

。 、
,

孙
,

即
,

九 几
, ,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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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数反映 区角部的会聚情况 因此它是七阶 常数中最重要的一个 在大偏转角下

对七级偏转象差校正时
,

应首先使 界 二
,

再调整十四极场校正七级偏转象差
,

并进一步调

整各次多极场使五个七阶 常数都在较小值的范围
。

在 一 式中的五个七阶

肠 常数决定了在超大偏转角下是否可以实现偏转的 自会聚
。

在超大偏转角下对七级偏转

象差进行校正时必须在三阶
、

五阶
、

七阶 常数都为 或为较小的值时
,

调整偏转线

圈 的绕线分布
,

才有可能实现 自会聚
,

达到 良好的会聚效果
。

七阶 常数可 以作为大

偏转角和超大偏转角下偏转象差校正 的判据
。

在文献 中对具有多段磁极的
、 。

的大偏转角 自会聚偏转系统的计算机辅助设计中
,

采用直至七阶 的 常数作为偏转象差校正的判据
,

在优化结束后
,

得到 了 良好 的 自会

聚象差校正效果
,

这时得到的 由象散值表示的各 常数为

界
,

界 “ ,

界 一

界
,

界 二 ,

界 一 ,

界 二 ,

界 一 ,

界

其各阶 升 常数都在较小值的范围
,

由此可以得出应用七阶 常数作为大偏转角

偏转象差校正的判据是可行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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