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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外 文 摘 选 (试 版)

时
,

60 01 光脉冲整形装置和方法—
G

.

C
.

B jo r k lu n d
,

美 国专利
,

袍 4
,

3 0 6
,

7 7 1
,

1 9 8 1

年 12 月 15 日公布
。

及时形成具有规定脉冲形状的光脉冲的

方法包括这几个步骤
:

一束相位相干的多频

光源光束穿过一种具有宽的非均匀吸收带的

材料
,

吸收带上预定频率位置处
,

有许多预

定深度的频率洞穴
,

从而
,

每种光频分量的

振幅和相位则由材料的吸收频段上的洞穴来

调整
.

C0 2 T E A 激光测距机
;

( 2 ) 高脉冲重复

率的波导 C O : T E A 激光发射机
。

对这两种

性能优 良的装置
,

研究重点放在其小型化和

可靠性方面
。 ’

83 .6 0 0 2 支持多功能综合激光交战系 统 计

划的生物研究—
D

.

J
.

L u
nd

, B
.

E
.

St uc k
,

A D
一
A 1 0 3

,

1 5 3 / 3
‘

多功能综合激光交战系统 (M IL E S ) 包

括一台最初的军用激光装置
,

由于是带着使

己方人员遭受激光辐射的意图来设计的
,

因

而该系统的激光发射机为 G a A s 激光装置
,

其辐射波长为 0
.

9 微米
J

研究这种装置对眼

睛危害的计划包括
:

影响激光辐射与眼组织

相互作用的几个参数研究
。

这些参数包括波

长
、

视网膜成象直径
、

重复脉冲的照射量
。

这些研究也包括重复脉冲对原型眼组织的照

射量和 M IL E S M
一

16 型发射机的工程研制
。

8 3
·

6 0 0 4 用光雷达在 0
.

7微米和10
.

6微米波

长观察灰 尘 的 红外 试 验 (D IR T 一

l) —
附 加 结 果

。

—
J

.

5
.

R a n d ha w a ,
.

A D 一
A

1 0 3 , 3 7 7 /
‘

s
。

1 9 7 8年1 0月 1 日在 白沙导弹靶场进行了

灰尘红外试验 (D IR T 一

l)
,

以验证测量战场

中灰尘的物理
、 _

光学特性的各种技术
,

由于

光雷达技术是这种观察最可行的技术之一
,

本试验 中
,

使用了两种光雷达系统
,

即 1 0
.

6

微米波长的光雷达 (A S L 一

光雷达 ) 和0
.

7微

米红宝石雷达系统 (Mar k 互)
,

试验时
,

它们在共同的 2 公里灼光路上运转
。

D IR T -

1 计划表明在靶场上产生的灰尘中
,

出现的

宽的灰尘颗粒尺寸分布范围几乎不产生与波

长有关的透射效应
。

8 苏
‘

6 00 3 前 视 红 外 测 距 机 的 研 究
—

H
.

W
,

M o e k e r ,

G
.

R
.

W ille n b r in g
,

A D -

B 0 5 2
,

8 7 7 、/ 8
。

在作 出本报告的然间
,

已进 行 过 两 种

C o : T E A 激光系统的设计
、

结构和测试研

究
。

.

这两种激光装置为
:

( 1 ) 一台组件式

.

62
.

8 3
·

6 0 0 5 系统光学质最用户 指 南 第二分

册
—

J 二 L
.

For g h a m
,

5
.

吕
; T o w n se n d声

A D 一

Al o 3 , 2 8 5 / 3
‘

本报告报导 了一种系统光学质量代码结

构
。

这种代码追踪由谐振腔发出的通过光学

装置进入远场的光束
。

本报告分 为 三 个 分

册
。

第一分册 描述了系统光学质量一般的代

码结构以及建立了在光学都件/气动激 光谐

振腔中遇到的常用光学元件和所使用的系
、

统

光学代码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
。 几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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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3
·

6 0 0 6 光学外差探测系统和方 法—
R

.

J
.

B e eh e r e r ,

w
.

B
,

ve ld k a m p
,

美国专利
,

恤 ,
,

3 0 5
,

6 6 6
,

2 9 8 1年 22月 1 5 日公布
。

报导 了探列光信号波前的外差系统
,

本

系统用了许多分立的探测元件
,

这些元件与

标准本机振荡的振幅分布
,

以及与光信号波

前和本机振荡波前间的相位关系并行工作
。

8 3
.

601 0 光 学 增 益 控 制 装 置—
H

.

E
.

R a s t
,

美国专利
,

翅 4
,

3 1 4
,

7 43
,

2 9 82年 2 月

9 日公布
。

本文涉及一种装置
,

该装置可 自动限制

投射到类似光 电探测器的转换器件上的
、

受

监视的 电磁能的高能脉冲
。

8 3
‘

6 0D 7 U r b a n a 光雷达系统 的 校 准
—

T
.

C e r n y
,

C
.

F
.

S e e h r is t
,

N 8 1 一 3 2 4 9 2
。

提出了一种对 U rb a n a 钠光雷达系统 所

得到的数据进行校正的方法
。

首先
,

推导 出

从特殊高度区域发出的光子计数数 与俐浓度

关系的公式
,

然后
,

用归一化的钠光子计数

(数 ) 和大气层中瑞利区发 出的光子计数来

简化关系式
。

要计算校正公式
,

必须知道激

光谱线宽度
。

8 3
·

601 1 高性能受冷却的激光反 射 镜—
J

.

A
.

D ye
,

P
.

E
.

w eb er
,

美 国 专 利
,

犯

4
,

3 1 4 , 7 4 2
,

1 9 8 2年 2 月 g 日公布
。

一种高功率受冷却的激光反射镜
,

其部

分组成是一个反射镜表面及一个与反射镜表

而进行热传导的热交换器
。

反射镜表面和
、

热

交换器托放在反射镜衬底上
。

8 3
·

60 0 8 多波长红外激光 装 置—
A D 一

A

1 0 2 ,

8 8 7 / 7
。

制定多波长红外激光装置计划的最初目

的是设计一种 C O : T E A 测距机
。

它采用了

H S r V (L ) 计划的标准部件
。

本系统 以最大

可能的程度实现组件化
,

因而
,

这种结构就

能有最大的工作灵活性
。

即
:

单独将发射机

组件作为指示器用时
,

可用和不用组件的输

出准直仪
。

接收机可以放在远处
,

作被动接

收机
。

(陈天玉 译 贾有涵 校 )

8 3
0

6 01 2 一种抗干扰的 光 缆
—

C
.

D e ln i
-

n e t , J
.

T
.

K e n n ey ,

美国专利
,

加 4 , 3 1 4 , 7 4 1
,

2 9 82年 z 月 9 日公布
。

本专利介绍一种用于光通信的抗干扰光

缆
。

它至少有一个适合传输光载波信号的光

纤和该光纤的外包层
。

外包层用的是当它处

于不同于四周压力的压力情况下而试图穿透

它时可产生 自毁的材料
,

从而导致由于该外

包层的自毁在其内部将发生压力变化以表明

发生了穿透
。

8 3
·

60 0 9 用于 CO :

激光器的气体循环 系 统

—
M

.

K
.

D o s i , D
.

J
.

Ja m es ,

A
.

W
.

P a ste r -

n a k
,

美国专利
,

取 4 , 3 16 , 2 5 7
,

1 9 8 2年 2月 2 6

日公布
。

采用一种方法操作含C O :

气体混合物的

激光器
,

在激光器里
, C o Z

分解产生 0 2 。

其

步骤是
:

给这种气体混合物加逃一种还原气

体使其在激光器 内产生一种含 0 :

的氧 生成

物
,

然后从激光器内将这种氧生成物清除
。

8 3
.

601 3 一种用于模拟制导导弹的激 光 射

击 模 拟 器—W
.

G od
a ,

美 国 专 利
,

取

4
,

3一5 , 6 5 9
,

1 9 8 2年 2 月 16 日公布
。

本专利描述一种用于模拟射击瞄准制导

导弹的激光射击模拟器
。

它包括一个用于跟

踪目标的瞄准具
, 一个发射与瞄准线成不同

角度偏差的激光束的激光发射机
,

该发射机

与瞄准具组合
,

发射出的激光束的特点是有

不同的脉冲编妈
; 一个激尤接收机

,

用于接

收从该 目标反射 回来的激光
。

8 3
.

601 4 用干探测反射物表面形状的 装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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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方法
—

R
.

R
.

c o rw in
,

s
.

L
.

M o o rm a n ,

美国专利
,

抛 4
.

3 1 6 , 6 7 0
,

1 9 8 2年 2 月 2 3 日

公布
。

本文描述一种适于探测光反射表面形状

的装置
,

它由产生激光束的激光发射机
、

扩

束器及投射至少一种干涉条纹图样到该表面

上的装置组成
,

该干涉条纹图样按预定方 向

和以预定频率移动
; 此外

,

还有用于观察该

表面不同选择点的接收装置
。

光束的总能量
、

相对位置和发散度的激光系

统分析仪
。

该仪器的部分组成是
:

( 1 ) 微

处理机装置 (包括数字存贮器 )
,

它 以预定

好的方法扫描探测器列阵
,

从而存贮接收到

的数字化信号
,

并处理数字化信号 以便给 出

该激光脉冲的总能量
、

相对位置和发散度等

数值
。

( 2 ) 显示微处理机测得 的 数 值 装

置
。

8 3
.

60 1 5 强辐射 H a r r is / D i , , s 环形激 光 陀

螺光电探测器的特 征—
B

.

C
.

P a sse n h e im
,

A D 一
A 1 0 6 0 3 1 / 8

。

本文表征一种专门为 H e 一
N e

(63 2
.

8毫

微米 ) 环形激光陀螺仪设计的强辐射 电介质

绝缘的光电二极管
。

在 6 00 一 7 00 毫微米范围

内
,

光谱响应峰值为 。
.

4 士 。
.

1安 / 瓦
。

测得

的辐射感应光电流为 5
.

7 土 1
.

了x 1 0
一 , 3
库仑 /

拉德
,

将该值与基于器件的几何结构推算的

预期值 (7
.

8 、 10
“ 1 3
库仑 / 拉德 ) 相比

,

其

结果是吻合得 比较好的
。

8 3
.

6 01 8 用激光信标光学 设 备 测 皿 飞 机

位 置
—

5
.

G
.

W
e
bb

,

技 术 报 告
,

A D -

A 1 0 7 9 7 3 / 0
。

本报告考察了使用激光信标
、

光探测器

列阵和飞机上的微处理技术精确测量两架飞

机间相对位置的精确测量系统的研制进展
.

激光信标盘安装在直升飞机上
。

对激光信标

和探测器光学设备的初步实验都证明了它们

可能用作这种相对位置测量系统的元件
。

8 3
0

601 6 光学捷联式 惯 性 系 统—
C

.

G
.

W a lk e r ,

美国专利
,

和 4
,

3 1 5
.

6 9 3
,

1 9 8 2年

2 月 1 6 日公布
。

光学捷联式惯性 导航系统包括
:

具有一

个陀螺和一个加速计的飞行器
,

陀螺和加速

计分别装在三个相互垂直并相交的平面上 以

便检测每个平而上的加速度分量
; 该陀螺包

括一个被动的环形法布里
一

拍罗干涉 仪 和一

个单频激光光源以便测量由于惯性转动而引

起的顺时针与反时针方 向上腔长的差异
。

(彭长华 译 贾有涵 校 )

昭
·

6 01 9 探测飞机低空飞行的障 碍 -
D

.

L e t a liek
,

技术报告
, N 8 2 一 1 5 0 2 6

。

建立了计算圆柱形障碍物 (如输电线 )

表面反射的模型
。

报告了由各种 类 型 的 电

线
、

电缆和框架对C 0 2

激光的反射测量
。

用

C 0 2

激光和直接探测方 法在实验室进行了这

种测量
。

相距探测 目标只几米
。

使用相干激

光还对 50 0一 1 1 0 0 米距离作了探测
。

对典型

位置探测量程的计算指出
,

测 量 1 0。。米以上

距离的障碍是可能的
。

83
·

601 了 高玲激光脉 冲 分 析 仪
—

R
.

E
.

L u n d
,

M
.

P
.

W ir iek
,

美国专利
,

加 4
,

3 2 0
,

4 6 2
,

1 9 8 2年 5 月 2 6 日公布
。

介绍一种根据单激光脉冲来测定入射激

8 3
.

6 0 2 0 M x 一 g s3 8 G v S 一 5激光测距机 饮 装

成 目测云高计光学 装 置—
J

.

M
.

Q ui n n ,

J.

H
.

w
o o d w a r d

,

最终报告
,

A D 一
A 1 0 7 0 9 9 / 4

。

报导了将 A N / G V S
一

5 激光测距机改装成

可作光学显示功能的手持式 目测云高计的研

究与研制工作
。

8 3
.

6 0 21 导弹制导的光学数据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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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S : se n t
,

年度报告
,

A D
一

A lo 7 5 9 2 招
.

在本研究 中
,

使用新技术克服了孔径相

关效应
,

在同一个数据库上获得了光与数字

的相关性并作 了比较 (光 匹配滤光器的高通

滤光器模型是适合的并可作许多应用 )
,

而

且获得了单向或合成的光 图象相关性 (借助

于光减弱图象和先进的预处理工作
。

装 置—
W

.

4 , 3 1 9 , 8 4 3
,

s. G Or n al l
,

美 国 专 利
,

掖

1 9 8 2年 3 月 1 6 日公布
。

本专利描述通过参考激光束作干涉测量

的器件
,

它包括
:

双光束可动反射镜干涉计

(该干涉计有进光孔)
,

分光器
,

参考光束

探测器
,

输入光束探测器
,

一对相连且相互

可移动的折叠式反射镜
。

8 3
·

6 0 2 2 辐射的其池生物学效应
—

N 8 2 -

1 5 7 5 7
。

本报告讨论了激光在空间技术的应用及

其生物学效应和防护措施
。

各种类型的激光

器是固体
、

气体
、

半导体和化学激光器
,

这

些激光器的光波从紫外到红外有数千条不同

的波长
.

还概述了激光技术在工业卫生
、

科

学研究
、

军事和国防上的应用
。

8 3. 602 4 多 光 子 气 相 光 谱 术—
J

.

E
.

W
es sel

,

最终报告
,

A D 一
A 10 7 6 7 i / o

-

已研究了将多光子光谱术作为改进对高

分子类物质光探测的可能方法
.

对一种具有

代表性的高分子物质—蔡
,

建立 了其探测

极限小于 1 0 5

个分子 /厘米
3 ,

这 比过去最 灵

敏的探测方法提高了灵敏度 1 0 0 0倍
.

(邹声荣 译 贾有涵 校 )

8 3
·

6 0 2 3 直接测量波长和 频 率 的 干 涉 计

激 光 探 测 有 毒 分 子 (摘 译)

洛斯
·

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研究出一种用于探测大气中微量有毒分子的激光技术
。

在同

步探测激光感应荧光的基础上
,

该技术使大有机分子的复杂混合物可以分解成组 成 它 的 成

分
。

据研究人员 G e rar d Qui g le y 宣称
,

在遥感探测环境中的致癌物及有毒化学物质 方 面
,

该技术将是有用的
。

因为大有机分子的荧光是宽带
,

且无相应特色
,

所以不同分子的光谱往往会重叠
,

以致

儿 乎不可辨认
。

采用喇曼散射处理
,

可部分地克服这个间题
,

基 于独特的振动换式
,

喇艾散

射允许 识别单个分子
,

然而
,

喇曼信号往往太弱
,

以致于对遥感应用是无用的
。

在洛斯
·

阿拉莫斯 国家实验室研制的方法中
,

采用同步探测
,

将激光感应荧光人工地压

窄
。

Q ui g le y 博士解释
:

在大多数大有机分子中
,

存在一个吸收光谱与发射光谱相互重叠的

小区域
,

同步探测技术只在这个重叠区域中探测到荧光
,

因而该技术大约把带宽压窄到 1/ 1。
。

Q ui g le y 博士说
,

人工压窄每个分子光谱
,

允许从总荧光中分 出单个分子的贡献
。

例

如
,

池发现
,

可 以探测到怠混合物中百万分之几的微量物质的单个分子
.

他说
,

在探测污染

源附近 (例如
,

白动燃料厂 ) 的微量污染方面
,

这一灵敏度将是有用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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