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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用语/技术解说

                   画面中心部分解像力

与边缘部分解像力保持一致，富士能镜头独

特性在于有效抑制随着拍摄距离和光圈值变

化引起的解像力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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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特征】

具备对应2/3型，12MP工业相机的高解像性能

在客户使用频度较高的光圈值F4及拍摄距离50cm的情况下※1，将光圈调整至镜头镜筒部上标记的
橘色F4指标，就能实现图像全范围的、高于2.1µm像素间距(相当于2/3型感应器·1200万像素)的
高解像性。确保可对应图像全范围2.7µm像素间距（相当于2/3型感应器·8百万像素）的超高解像
性能。发挥出高水平光学性能，可准确解析每一个像素，有利于尺寸检查·外观检查的稳定进行。

对应高性能CMOS传感器【IMX250(2/3型 5百万像素)】，并且最大限度的提高了图像传感器高分辨
率的性能。

依托富士能独有的高解像性能“4D High Resolution”，
可在多样的安装条件下实现图像由中心至外围的高解像度。

一般的机器视觉用镜头，会因拍摄距离及光圈值变动导致解像性能降低。而“HF-12M”依托富士能独有的高解像性能“4D High Resolution”，

可确保图像由中心至外围的高解像性能，并能有效抑制拍摄距离及光圈值变动造成的解像性能低下的问题。这样一来，就能确保在范围宽广的各

种安装·拍摄条件下维持一贯的性能，获取高解像性的图像。

对安装时作业性·高信赖性的追求

业内顶级0.05％以下的低畸变设计

该系列作为可对应2.7µm像素间距的超高解像度镜头的同时，全部5款机型都达到了外径Φ33mm（世
界最小※2，世界最轻※3）的紧凑尺寸。即使安装场地受限，也可灵活应对。

一般机器视觉用镜头所采用的光圈·聚焦用固定旋钮，都会有螺丝部分从镜头外径范围突出，会对系
统的安装·设计产生制约。而 “HF-12M”在以往的固定用旋钮的基础上，增加了无旋钮的小型螺丝。
适用这种螺丝，螺丝部分就不会从镜头外径范围突出，提高了系统安装·设计的自由度。

采用了金属镜筒，确保镜头的耐久性和坚固性。

无旋钮、以小型
螺 丝 固 定 的 状
态。螺丝部分不
会从镜头外径范
围突出。

使用球面镜片

拍摄的图像

※示意图

非球面镜片

镜筒上的F4橘色标记

在尺寸测量等要求精度的用途中，该系列镜头可凭借富士独有的光学设计彻底抑制“畸变”问题。实现业内顶级的0.05％以下※4

的低畸变。

适用非球面玻璃模压透镜，实现小型化与低畸变的并存。

※1 在拍摄距离为50cm，光圈为F4的场合

※2 对应2/3型传感器，C接口，实现1200万像素超解像性能。

    世界最小直径机器视觉镜头，基于2016年3月15日富士胶片公开调查。

※3 对应2/3型传感器，C接口，实现1200万像素超解像性能。

    世界最轻机器视觉镜头，基于2016年3月15日富士胶片公开调查。

※4 HF1618-12M的情况下

在镜头的设计上，为了实现小型化，减少镜片数量，必须让入射光急剧弯曲并成像。
但一般只有球面镜片组成的镜头，不能抑制失真。另一方面，因为非球面镜片发挥着
数枚球面镜片的作用，所以用少量的镜片便可以抑制失真。

对于非球面镜片来说，所要求的加工精度是非常高的。富士能镜头可以做到非球面镜
片的设计·制作，并且把设计所需求的加工的高精度通过精密的模具加工实现量产。

FUJINON HF-12M系列，因为采用了高精度球面玻璃模具非球面镜片，
从而实现了小型化和低失真的兼容。

支持FUJINON 「HF-12M系列」的技术

高精度模具非球面镜片技术~小型化和低失真的兼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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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4D High Resolution』的三大技术
保持高解像力就是和像差的一场战争

～抑制拍摄距离变化引起的解像力下降～Floating设计技术

在镜头设计时, 通常把在拍摄中最多使用的1个或2个距离作为设计的「标准距离」, 使镜头的清晰度在此距离时达到最佳，同时考虑矫正像
差（色差，周边模糊，畸变）时的平衡点,以此来决定镜片的构成。

在以往的设计技术中，即使在标准距离时能将象差矫正到理
想状态，但是在其他的拍摄距离下会存在由于象差而产生的
清晰度下降的悬念。特别是广角系列的镜头在原理上存在像
面歪曲象差（周边模糊的现象）容易发生的问题。

富士能HF-12M系列，采用了能在全拍摄距离下抑制象差的
「具有漂移效果的设计（Floating设计）」。通常镜片的构
成分为前群和后群，一般的镜头（右下图）需要同时移动前
群和后群才能进行合焦，富士能该系列镜头（左下图）仅仅
通过移动后群就能进行合焦。该移动从镜片整体构成上看，
因为不同拍摄距离下镜片之间的间隔会不同，在设计时预先
考虑到这一点，前群和后群之间的距离可以调整，整个镜片
构成具有漂移的效果。因此，即使拍摄距离发生变化，解像
度也可以维持在最佳性能。

 ～画面中心至周边保持平稳的解像度～高精度的组装技术

在此，将要求均一品质的高端广播级镜头的精度技术应用在手机镜头模组
等小型镜头生产上的富士胶片独有的制造技术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镜头制造过程中，各个镜片的中心部分（芯）如果发生偏移将无法达到

预期的性能，因此在制造过程中镜片的芯需要以微米为单位对齐是非常重

要的。

富士能HF-12M系列，使用了集结富士胶片的镜片制造技术的检查设备，在
组装过程中通过检测出所有镜头本体中的镜片的芯的偏移，以微米单位的
精度进行组装，从而实现画像中心到周边平稳的高解像性能。

～抑制光圈值的变动引起的解像力下降～硝材匹配技术(独有的光学设计软件「FOCUS」)

光圈值发生变化时产生解像度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倍率象差（色差）」。光的各个波长（颜色）的折射率不同，不同的颜色会发生成像位置

的偏差。因而，画面的周边会产生色差的问题。一般的硝材只能矫正光的三原色RGB（红，绿，蓝）其中的2种颜色，通过使用异常分散性高

的特殊硝材将所有的颜色矫正到更高的水平成为可能。

富士能HF-12M系列，为了抑制色差使用了异常分散性高的特殊硝材，即使光圈值发生变化也能实现高解像性能。

富士胶片的镜片设计中使用了独家开发的设计软件

『FOCUS(Fujifilm Optical Classlibrary and Utilities 

System)』，在无限的硝材组合中进行模拟，最终

选定最适合的硝材。

HF-12M系列

具备Floating设计技术的镜头 一般镜头

镜片聚焦组 镜片聚焦组

镜片对齐状态 镜片偏移状态

示意图

一般机器视觉镜头

解像力文字测试解像力文字测试解像力文字测试解像力文字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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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环•倍率表

图表说明  单位(mm) 

型号

焦距
接环

（mm）

接环
（mm）

视场范围（H×V）
对焦

倍率

接环厚度（t）

对焦位置
工作距离
2/3″CCD视场范围
1/2″CCD视场范围
1/3″CCD视场范围
镜头倍率

※接入接环使用时，不保证其光学性能。

※相机传感器通用尺寸。

型号

焦距

对焦

倍率

倍率

倍率

倍率

倍率

倍率

倍率

倍率

倍率

倍率

倍率

倍率

倍率

倍率

倍率

倍率

摄影范围（H×V） 摄影范围（H×V） 摄影范围（H×V） 摄影范围（H×V） 摄影范围（H×V）

焦距(mm)

光圈范围(F no)

视角(H × V)

聚焦范围(mm)

操作方式:聚焦

操作方式:光圈

滤色镜直径(mm)

接口

重量(g)

感应尺寸

畸变率(%)

直径(mm)

焦距(mm)

光圈范围(F no)

视角(H × V)

聚焦范围(mm)

操作方式:聚焦

操作方式:光圈

焦距(mm)

光圈范围(F no)

视角(H × V)

聚焦范围(mm)

操作方式:聚焦

操作方式:光圈

滤色镜直径(mm)

接口

重量(g)

感应尺寸

畸变率(%)

直径(mm)

焦距(mm)

光圈范围(F no)

视角(H × V)

聚焦范围(mm)

操作方式:聚焦

操作方式:光圈

滤色镜直径(mm)

接口

重量(g)

感应尺寸

畸变率(%)

直径(mm)

焦距(mm)

光圈范围(F no)

视角(H × V)

聚焦范围(mm)

操作方式:聚焦

操作方式:光圈

滤色镜直径(mm)

接口

重量(g)

感应尺寸

畸变率(%)

直径(mm)

手动

手动

手动

里径

外径

手动
手动

手动

手动

手动

手动

手动



系列 系列

接环•倍率表
接环

（mm）
视场范围（H×V）

型号

焦距

倍率

对焦

接环厚度（t）

对焦位置
工作距离
2/3″CCD视场范围
1/2″CCD视场范围
1/3″CCD视场范围
镜头倍率

图表说明  单位(mm) 

接环
（mm）

型号

焦距 焦距

对焦
接环

（mm）

型号

对焦摄影范围（H×V） 摄影范围（H×V） 摄影范围（H×V） 摄影范围（H×V） 摄影范围（H×V） 摄影范围(H×V) 摄影范围(H×V) 摄影范围(H×V) 摄影范围(H×V) 摄影范围(H×V) 摄影范围(H×V) 摄影范围(H×V) 摄影范围(H×V)

倍率

倍率

倍率

倍率

倍率

倍率

倍率

倍率

倍率

倍率

倍率

倍率

倍率

倍率

倍率

倍率

倍率

倍率

倍率

倍率

倍率

倍率

倍率

倍率

倍率

倍率

倍率

倍率

倍率

倍率

倍率

倍率

※接入接环使用时，不保证其光学性能。

※相机传感器通用尺寸。



系列 系列

接环•倍率表

图表说明  单位(mm) 

接环
（mm）

视场范围（H×V）

型号

对焦

接环厚度（t）

对焦位置
工作距离
2/3″CCD视场范围
1/2″CCD视场范围
1/3″CCD视场范围
镜头倍率

接环
（mm）

型号

对焦
摄影范围（H×V） 摄影范围（H×V） 摄影范围（H×V） 摄影范围（H×V） 摄影范围（H×V） 摄影范围（H×V） 摄影范围（H×V） 摄影范围（H×V）摄影范围（H×V） 摄影范围（H×V） 摄影范围（H×V） 摄影范围（H×V）

倍率

倍率

倍率

倍率

倍率

倍率

倍率

倍率

倍率

倍率

倍率

倍率

倍率

倍率

倍率

倍率

倍率

倍率

倍率

倍率

倍率

倍率

倍率

倍率

倍率

倍率

倍率

倍率

倍率

倍率

倍率

倍率

接环
（mm）

型号

焦距

对焦

焦距

倍率

焦距

※接入接环使用时，不保证其光学性能。

※相机传感器通用尺寸。



专业用语•技术解说

影像大小

视 角

景深的计算

（分解力和调制传递函数）

畸变

视野和焦距的计算

影像圈

1″

1″

2/3″

2/3″

1/2″

1/2″

富士能型号定义

35mm全画幅
（参考）

35mm胶片

后侧主点

图像尺寸
图像尺寸(mm)

视角是用角度表示在规定的像场中能够摄入的范围。通常

是指镜头处于无限远时的角度。焦距相同，若像场大小不

同，视角则不同。

视角
图像尺寸
焦距

若使用1/2"摄像机配套12.5mm焦距镜头，

水平视角为：

对被摄景物聚实焦点时，即使被摄景物是具有立体感的被摄体， 在聚实点

的前后的一定的范围内看上去焦点都是实的。这个前后的一定范围就称作

景深。这是因为图像的模糊一旦小于一定的大小，看上去焦点就是清晰了

的缘故。这个模糊量的大小就称作容许模糊圈。

焦距
焦距是指镜头的后侧主点到成像平面的距离。随着镜头焦距变化的同时视

角也发生变化。焦距越长视角越窄，与之相反，当焦距变短时视角变得更

宽广。

景深有如下性质：

 1)光阑指数F越大，景深越大。

 2)焦距越短，景深越大。

 3)景物越远，景深越大。

 4)后侧景深大于前侧景深。

图象尺寸 容许模糊圈

1" 0.03 mm

2/3" 0.021 mm

1/2" 0.015 mm

1/3" 0.011 mm

1/4" 0.008 mm

容许模糊圈

焦深景深

 景深可通过下述公式计算出来

后景深

 f: 焦距

 F: F 值
 : 容许模糊圈

 

 L: 物距

前景深

景深

焦深

用比值来表示被摄景物（黑白条纹图形）自身的对比度在像面上被忠实地再

现的精度就是MTF。分解力是指镜头对不同间隔的黑白条图形的再现能力。与

之相反，调制传递函数指的是镜头再现黑白条图形的精度。MTF通常用来表述

镜头的性能，被看作是评镜头性能的好办法之一。

M
TF
  %

0

20

40

60

80

100

低 <- 电视线 -> 高

被摄物体经过镜头拍摄后在成像面上变成弯曲的现象。

畸变分为桶型畸变和枕型畸变。

枕型

桶型

被摄物体

镜片

Y  :  物体尺寸

Y' :  图象尺寸 

L  :  物距

f  :  焦距

(1) 视野的计算

          在物距为有限的情况下，视野便能通过下述公式计算出来。

(2) 焦距的计算

          在物距为有限的情况下，焦距便能通过下述公式计算出来。

     举 例 ：

若使用 1/3英寸摄像机配套 8mm焦距镜头，物距为 3m时，监
视器满屏摄入的水平方向尺寸为 ：

举 例 ：
使用 1/3英寸摄像机，物距为 3m，被摄景物宽 2m，若   要在
监视器水平方向满屏摄入的时，焦距为 ：

Y' ：4.8
 L ：3000
Y  ：2000

Y' ：4.8
L ： 3000
 f  ： 8

视野宽度 1.8 m 焦距约 7 mm

影像亮度 (Fand T No.)
光阑指数（F）是影像亮度的一个表征。数值越小，亮度越高。通过焦距和镜头的有

效直径之比可以求出光阑指数。

光阑指数是假设镜头的透射率为100%时确定的，但实际上不同的镜头透射率不同。这

样，光阑指数相同，但影像亮度会有不同。为了消除这种不便，建立了一个综合考虑

光阑指数和光线透射率的系统，即T制光阑。光阑指数（F）与T制光阑的关系如下。

f: 焦距

d: 镜头有效直径


	1
	2-3
	4-5-
	6-7
	8-9
	10-11
	12-13
	14-15
	16-17
	18-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