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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国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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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 用 激
几

光 与 电 光 技 术

俏前的生要研好摘。昔灌光彩砂
左耳 纤维光学

·

红 , 卜探“嗡以 及热成 象

‘

裤
「

用激
舫

电光彼术方面
,

如喻新顶确
而积极的研究与发展计划

。

大部分基础

研究项 目由国防部研究机构
,

以及 由国防部 以资助方式与工业界及大学签订合同来承担
。

特

别强调从初始研究到设备运转各环节通过军事收买犷将研究机关与工业界紧密联系在一起
。

目前的主票研究项 目有激光器
、

激光应用
、

纤维光学
、

红外探测器 以及热成象等
。

固 体 激
、

光 器 的 部 署

赚嫌麟裸戴粼;:戴多其她国家
一

的部队中使用
。

也设想对固体激光器作深入研丸
“

包括人眼安全的手提式激光 侧 距 仪
,

英 国研 制 的

H o: Y L F激光器可能用于此 目的
。

另外
.

也考虑短波长激光器用于远距离 目标轮廓测绘及 目

标识别这类探索性的研究
。

还期塑把等导体激褒器用于近炸引信
。

二 氧 化 姗激
,

光 器
、l

- 「

。 一

“
寸 公

卜_ ’ ‘
.

_
. ,

。

第二种主要研制的战场激光系统可望是 10 o m 系统
。

与N d : Y A G 和红宝石系统相比
,

c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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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系统具有许多优点
:

在战地烟尘中有较好的穿透性以及在用于训练目的时对人眼所特有

的较高的安全性
.

C o :

激光器可与工作波长为 8 ~ 1 3林m 的热成象系统兼容
。

英国也成功地演

示了好几种热成象一激光测距装置
。

英国在C0 2

激光测距系统的研制方面也处于领先地位
。

七十年代后期
,

费兰蒂公司与马

可尼航空 电子技术公 司试制成功脉冲与连续C o :

激光测距仪样机
。

在此之前
,

皇家信号与雷

达研究中心 (R S R E ) (该中心在高级元件的研制方面是重要的先驱单位 ) 曾对此作过初步

研究
。

C o :

激光器件的研究已在最初的封离式T E A 激光器与稳频连续波导激光器的基础上向

前发展
。

军用c o :

脉冲T E A与波导连续激光器件已由马可尼航空电子技术公司与费兰蒂公司

研制成功
,

由R S R E 研制成的高性能C O :
激光器 已转交英国工业界生产

。

R S R E 也研 制 成 更

先进的T E A 激光预 电离技术
.

室温催化及封离式高重复率T E A 激光器件
,

一些主 要 的 工业

公司也正对此作深入的研究
。

Co Z

激 光 系 统 的 评 价

目前正对一些军用CO
:

激光系统作出评价
。

军用机械器具与工程公司正对一 种 脉 冲式

C O
:

激光坦克瞄准样机评价
。

该样机是由维克尔斯/ 马可尼航空电 子 技 术 公 司 (v
l
ck er s/

M ar co ni )研制的
,

是装备
“

酋长
”

和
“

挑战者
”

主战坦克
,

作为现有Nd : Y A G 或红宝石系统

的一种改进型设备
。

B ar r a n d st ro u d公司也在积极研制CO :

激光坦克瞄准仪
。

英国航空 (动

力 学) 公司已研制成一种脉冲Co
Z

激光测距仪
,

这种测距仪可装备在该公司的被动式 飞机监

视系统 (P A S S ) 中
,

从而能提供准确的火力控制数据
。

准备将来用激光/ P A S S 系 统 改 进
“ R a p ie r型地对空导弹

”

系统
。

CO :

激光未来的军事应用也可望包括能与热成象 技术兼容的

导弹制导中光束的

地识别与跟踪 目标

导
,

地形跟踪防撞以及C 0 2

激光主动成象技术
。

这些技术 可能为 战场实

供多普勒信息
。

为 了进行远距离测距应用
,

也有可能进一步研制C O
Z

激

光脉冲外差测距仪
。 -

激 光 风 速 测 定 法

英国在用激光测定长距离或短距离风速应用方面均取得较大的进展
。

最初由R S R E 研 究

的
,

利用光子相关技术的激光多普勒测速法 (L D v ) 已广泛用于军事或民用环境中流体动力

学测定
。

采用激光多普勒测速法进行测量
,

使喷气发动机
、

涡轮增压器与内燃机得到改进
。

由

于过去无法获得流体数据
,

气体动力学与流体动力学军用研究越来越依赖于激光多普勒测速

法
。

光子相 关 激 光 多普勒测速技术现 已被推广到新型
、

高速
、

光谱分析电子技术中
,

并用

以研制采用光纤传输装置的
、

苛刻而空间有限的环境中适用的
、

多用途激光系统
。

在远距离激光风速测定法中也采用 C0 2

激光光源
。

R S R E 与皇家飞机公司已研制成采 用

连续波C o :

激光器的机载激光真空速系统
。

在三年的 飞行试验中
,

在科罗拉多进行了综合机

场天候研究项 目
,

证实该系统具有极高的可靠性与良好的性能
。

纤 维 光 学 的 发 展

由于纤维光学装置具有保密性好
,

减少 了 电磁兼容性/ 电磁波传播等难题
,

且重量轻
、

价格低廉
,

因此人们已认识到它在军事应用中的引人注目的作用
,

虽然在采用光纤的军用通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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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

包括局部地区通信 网络及快速战场部署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

但主要主作一直放在用于近

距离数据传输的光纤及组件研制上
。

在这类应用 中0
.

85 卜m 左右运转的波长具有不 少 优 点
,

已研制成一系列光源与接受组件
,

光缆
、

连接器
、

接头及祸合器
,

这些元件都达 到 军用 标

准
,

并对核辐射效应具有极高的屏蔽性能
。

目前英国对军用纤维光 学装置的要求是敷设反坦克制导武器系统侧向光缆
,

及航空电子

学数据传输网络
。

已研制成水下应用的光纤潜艇密封装置
,

它很可能大大简化常用潜艇船体

穿透器的设计
。

英国军用光纤和组件的鉴定大部分由工业界完成
,

主要合同 商是 s T L /s T C

和Pl es s o y公司等
。

目前在继续研制用于水 下数据传榆网络及反坦克制导武器的
, 强度光缆

,

以及专门用于

传感器的光纤
。

航空电子学方面的进一步应用包括导弹制导用的光纤陀螺
,

以及机内数据传

输所用的波分复用技术等
。

在各种领域中都强调采用防辐射的组件
.

热 成 象 研 究 计 划

英国的热成象通用组件研究计划已由R S R E 的研究成果转给工业部门生产
。

已生产了 两

种类型的通用组件
,

它们得到英国武装部队广泛采用
.

第一类直接观察系统
,

是士兵便携式

系统
,

第二类间接观察系统适用于车辆或 飞机
。

这两种类型的组件目前都巳投入生产
,

并 由

现役军用装备采用
。

当前研究的主要 目的是要增大第二种热成象器的 目标识别距离
。

用于热

成象通用组件的温差电器件 (扫积型) [
‘

r E D (S P IT E ) 〕探测器是一种效率很高的焦平面列

阵
;
其设计可使较多探测器元件组合

,

从而提高了性能
.

由于新一代两维密集探测器列阵的研制成功
,

证明全起动红外系统是有可能制成的
.

现

在正使运转波长为3 一 5协m 及 8 ~ 1 4环m 的 6 4 X 6 4元 H g Cd T ”
探测器尺寸增大

,

以获得较大的监

视视场
。

一种两维16 X 16 元的热电探测器 巳在室温下成功地演示红外成象
,

它可能用于将来

的军用波动寻的头
,

以及多种民用场 合
.

对其它激光与电光学研究兴趣逐渐增长

本文仅简述英国在激光与电光技术方面开展的部分研究
.

除上述各项外
,

对可见
、

近紫

外和近红外波段的军用激光研究兴趣也在逐渐增长
.

用于遥感的可调谐激光器研制正受到人

们的关注
,

已制定了研究计划
,

研究惯性导航所需的新型激光陀螺仪
,

以及位相列阵天线应

用中对微波的光控制等
。

原子武器研究 中心热衷于高功率激光器研究
,

目前已有一台 2 义 10 ‘ 2

W 敏玻璃激光系统投入运转
。

长远研究项 目包括逻辑应用所需的非线性光学及相 位 共 扼 技

术
。

英国在激光与电光学技术研究方面的实力在于
,

她制定了使物理学
、

器件技术及分系统

集成技术相结合的综合性研究计划
,

其 中包括采用计算机进行设计与制造
,

从而可 以很快设

计出可作广泛应用的激光器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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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国 的 军 用 激 买坷
_

斜气
、

轰
_

六

co
Z

激光 器与YA G 激 光器相比较
,

在实战条件十其有萌显好锐越
』

闺 妙己榨农
为 1 9 9 0年 的下一代激光系统 而崭寡头 角

。 卜
l厂川

.

砚
,

执比

法国的军用激光研究
,

可按技术上的发展阶段水讨琳本文将丰琴哪薄期级率
.

,

但甲
在进行生产的N d : Y A G 系统

,

其需求极为明确)
、

: 以及少柳
远期研齐傀

!

对屏再
,

种
,

仁仇
激光系统是很有希望的

,

本文将不讨论激光对抗和新激光器的基础研究
。

N d: Y A G 激
. 一

光 器

法 国计划的重点是机载的A T L Is 系统
,

它能使单座位战斗机

时
,

系统 中的激光照明器射束保持照射在 目标土

产 的
,

将用在法国空军的
“

美洲豹
”

战斗机上
,

.

辨阵终斗娜在举
这种A T 毛玛系统是

厄镬粤离空 对终袭 击
由汤严平

一C S

秘间 生

而且不久
,

该系统还将安装在
“

海市唇楼
”

F ,

和 2 0 0 0 飞机上
。

现在生产的仅是作用距离为15 km 的 白天使用的型号
,

一

改进后 才能成 为

夜晚使用的型号
。

后者正在研 制中
,

还没决定生产
·

‘耳华系煞哪李
装夺下些岑口的几

“

战斗机上
.

它也将是装备美 国空军 F L 6
战斗机的 个很熟剪星绝孚终

一
、
_ _

_ 一

卜 :
一

燕

与A T L IS 计划有关
,

也在为法国部队生产激光制导武器
。

这些计划是
‘

:

用于
S N IA S 导弹

AS
3。型的A R IE L寻的器和用于M A T R A 4“““g 和 1“。。““炸弹的E私 15寻的矍

气 ;
_

: :

另外
,

.

CIL AS
一

Aca
‘

el& 9.,
‘

C

吧的激类妙P,.
已经生汽沙继

光

嘿扒 积娜
一

明

器
,

主要用于防空火控系统及激光制导武器系统
。 、

⋯
卜 _

卜 厂
.

几
·

_ ,
一

L

C IL A s
一

A lc at el 公司正在大批生产微型测距机
,

该机 内有一台染料Q开关
、

输入能量为

3 m J的Y A G激光器
。

这些测距机或是用于反坦克导弹火控
,

望镜中 (轻于8 0 0 9 )
。

一

勺
一

”

或是用于士兵用的轻型双筒远

_
_

‘
·

“6
‘的技术已用于或将用

_

尹法国武装部队艺严而 : 钾遭举拳些拳明卯年的不一 代
激光系统尽崭露头兔

,

它与Y A G 激光器相比
,

在等哪最传下
一

耳阳辱叩焦尊性
。

:

C O :

激
‘、

光
:

器
一

‘

_

。J
’

.

- 一 : ;

在法国虽然现在还没有一种C 0 2

激光系统 已雄入生产
, 但是

,
一

护7q年初开蛤泊红这项工作
已经 出现多种有意义的研制工作

,

在这些研制中
,

最有希望的是测距
、

回避 障碍物和激水界
速计系统

。

法国的三 个公司已研制了不同方案的地‘丰缨卿
。 ,

{于朴决令歼份甲今司妙荆卯最真拼
探测测距机

,
.

C ‘LAs
一

Al ca tel 公司与汤 姆 逊
一
CSF 公司研制他样机悉甩处养卿私拜

‘

神挥
缩技术

; C IL A S一 A lc “te l公司与s A T 公司研 制的样机采用的是脉冲外差探测技术
。

所 有 这

些样机的指标都超过了要求的标称 5 k m 的测距距离
,

有时甚至是在很差的能见度条件下 测

0甲4户.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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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
。

现在还没有决定生产哪种方案的测距机
。

与这些样机组合的前视红外综合系统正在研制

‘ _ 一 _ 一

“鑫T 公司既成
一

了书
称为

“

剪枝刀
”

_

的系统
,

个回避障碍物和对地跟踪系统
,

‘

并成功地进行了飞行夹城 这个被

能使直升机在低空和差的能见度条件下进行战术飞行奋百通过了所
要求的

_

了0恤溅距跪茸指标
,

甚至能以极低的虚警率回避细的金属丝 丈直径 s m 叫
·

替技禾
观 汀看

,

光学外差探测对直升抓的振动是不敏感的
,

例如 C o :

激光器 (s A T公司生产的c7 和
。L Z

裂忿戳髯衷黑居绪怠鼎{罗;。磐攫鬓寥犯嘿澎翠盆
真

实的 气流速度和地面速度
,

或者为火力控 制测 出风速
。

一台采用外差探测方法的样机已在直升

机上成功地进行了
‘

飞行实验
,

并演示了全天候能力
,

对气流速度和地面速度测 量 的精度好

雌{秘要淤熟然i翔淤公司最近利用军用研制的有利条件
,

已餐步明O :

激光器商 品 化
。

S A T 公司的手提式 R F T 3波导

赘肯篙喜黔)摇玻瑟』界霭罄卷馨量霎掣锣军澡嘿{桨蹂蓄
c 1 1 0 0。 ( 1 k w )二激光器

,

它是在早期的高能激光器研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

作为工业应用

现
.

蹭货一介瓣翼氰、、: :
、:

。 2

/ 匕

⋯
、

····

一
可

、

、
,

瓷笼誉慧轰觉翼竺粟男拿霆吴鬓{蓄寥
,

论拿暮夏翼岔星袭霏鬓覆凳拿尝馨窝里霏贡
要“

西
‘

讼 防 御 系 统 中
’

的 电 光 技 术

在西德 军用 系统 中
,

当前 己采用或 准 备末用的最重要 的 电光技术是 热 成 象技

术
。 · 4

一

在西德与防御有关的系统 中
,

’ ‘

电光技术主要用于夜视
,

测距及导弹制导
.

视

1 , 了6年
,

南德夜视系统砂究出规了董粤进展
,

当时政府决定为 6“O。多辆军用车辆提供热

成象系统
。

满车泛内
, 一

}冻 ; 絮句
:

仅器公苛与得克萨斯仪 器 公 司 根 据 美 国 的 通 用 组件

/(C
O m m 。

孕M Odn les ) 研制成州种热成象系统
。

1。斗年起开始订购
‘

这种 系 统
,

直到1 9 9 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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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

热成象系统在其它领域中的应用情况如何呢
:

目前
,

西德的机载系统还没有装备

热成象设备 (线扫描器例外
,

这是一种已投入使用的热成象处理器 )
.

不过
,

有 关 人 士 期

望
,

通过利用热成象技术
,

与法国共同研制的反装 甲车直升机会具有所需的夜视功能
。

由于热成象技术能使第二代与第三代反坦克制导导弹具有夜战能力
,

它在 防御系统中将

会得到进一步应用
。

为第兰代反坦克制导导弹研制这类系统将成为西德
、

法国和英国三方协

定计划的一部分
。

目前两种竞争性的三方公司的研究人员正对这种系统 的技术规范作出最后

的决定
。

对西德军用系统来说
,

无论在 目前或不远的将来
,

热成象技术都是 已采用或准备采用的

最重要的电光技术
.

但是
,

如不经过图象增强
,

则将不能进行夜视
。

象护 目镜和手携式望远镜这样的轻型系

统都只能通过图象增强而在有限距离内具有夜视能力
,

且性能也有限
。

资助第三代图象增强

器研 制工作的针划目前正由通用电气
一

德律风根 公司完成
.

激 光 浦 距

激光测距的原理是测出激光短脉冲到达与从 目标返回的时间
,

自1 9 7 9年以来
,

这项技术

已在西德军用系统得到应用
。

目前使用的是N d : Y A G 激光测距仪
.

这些测距仪工作性能极良

好
,

但对人眼有损伤
,

因而产生了安全问题
。

为解决这个问题
,

正在研 究C O :

激光 技 术
.

co
Z

激光器在不久将来的主要应用是人眼安全的测距
。

此后将可能用于导弹制导 (中等

距离 驾束式)
·

从长远应用来看
, CO :

激光器还可能有其它的军
.

少方浪户妙 ‘瘫跄磨馨定目

标速度及 目标的特征 (振动 )
.

这种 CO :

激光技术
,

在德国目前正由为数不多的几家公司研究
,

它们是电气公司
、

西门

子公司及卡尔
.

蔡司公司
。

导 弹 导 引 头

电光学在西德防御系统中的第三项主要应用领域是用于导弹
、

火箭与不同种类军械的导

引或寻的头
。

空对空导弹导引头 已使用多年
.

近期内将要解决的一个较困难的问题是
,

设计

一种用于地面环境中识别目标的导引头
。

这种导引头需要一种更复杂的 电光传感器与较先进

的信号处理技术
.

地对地应用所需的上述研究将包括在前面已提到过的三方协定计划之 中
,

目的是最终研制成第三代反坦克制导导弹
。

除了正在研制的用于未来导弹的电光导引 头 之 外
,

还进行其它研究
,

目的是利用末端

电光 制导技术提高各种不同武器的命中率
.

在这些技术中
,

只有利用激光束与激光导弓.头的

组合进行 目标指示的研究
,

在德国处于很次要的地位
,

这是 由于存在着一些与此方法有关的

实际问题
。

最后值得一促的是红外与激光报警器
,

因为在探测不同种类的威胁时
,

它们是必不可少

的
.

不过
,

目前有一点还不太清楚
,

即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
,

所设计的这类高级而复杂的设备

能否推广到更多的应用 中去
.

总之
,

电光学在防御系统中的近期应用主要是夜视与军械制导
,

(下转 第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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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日本专利看全息光学元件的动向

泽者注
:

日本特许厅第二审查部工作人员吉野公夫
,

对 1 9 7 2年 1 月至 1 9 84 年 3 月
,

日本

特别公开公报及实用新案公开公报报道的 2 59 件全息光学元件方面的专利 (属于 G o ZB S / 32
、

G 02 B2 7/ 1 7
、

G 0 3H 三类 ) 进行了分析
,

从全息光学元件应用角度探讨 了全息光学元件的动

向
。

现将这篇综述文章的精彩部份摘译如下
,

以飨读者
。

余 帝 带

下面简单介绍全息光学元件的典型用例
。

一
、

光 扫 描 装 置

梁用全息图的光扫描装置
,

即所谓的全息扫描器
,

是利用全息图的衍射
一

成象作用
,

通

过它的移动使激光在读出
一

记录介质上扫描
。

与此有关的专利 申请
,

同其它应用领域相比
,

占压倒 多数
。

光扫描装置除采用全息图以外
,

还采用旋转多面镜
、

电流计反射 镜 等
,

但全

息扫描器的优点是
,

扫描器部分结构简单
、

重量轻
、

能以比较低的成本 制造
,

而且全息图本

身可以用计算机合成
。

然而
,

也存在衍射效率因使用的波长和偏振面而变化
、

轴外象差大等

缺点
。

全息扫描器的具体应用
,

可以举 出以条形码阅读器为中心的传真
、

激光束打印机
、

激

光束显示器等
。

下面简单介绍这个领域的专利 申请
。

通常
,

若旋转具有衍射成象作用的全息图
,

来使激光扫描
,

那 么扫描光束焦点的轨迹是

圆弧
,

不会成为平面扫描
。

为解决这样的间题
,

提出了各种专利申请
。

例如特开昭 5 8
一

1 8 1 01 4

号 (图 1
、

图 2 )
,

就是在照明全息扫描器 10 的光束 2 00 中
,

设置使该光束波面变化的可变形

反射镜 1 00
,

来控制光束的焦点位置和象差
。

防止全息图盘表面偏差造成扫描线间距不均匀

的专利 申请也很多
。

特开昭 5 8 一 7 2 1 2 0号 (图 3
、

图 4
、

图 5)
,

就是其中一例
。

如 图 3 所示
,

在全息图盘 1 上同心 圆状地设置等间距的直线状全息图
,

用截面形状为椭圆形 (在盘上圆周方

向上长
,

半径方向上短 ) 的再现光 4 照射在其上
。

同时配置了凹面反射镜 3 和柱面透镜 5 做

为成象系统
,

使来 自全息图盘的衍射光束成象
。

柱面透镜的母线在扫描方向上
。

在扫描方向

的平面上
,

使焦 点F和成象点 P 与凹面镜 3 共扼
。

而且
,

在副扫描方向上
,

利用凹面反射镜

(上接第 6 页 ) 但其它一些象纤维光学等新技术则可能在民用与军事系统中得到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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