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
、

结 论 和 讨 论

激光输出功率如图 2 所示
。

太阳的跟踪误差引起激光输出功率有周期性的变化
,

其周期

为 1 ~ 3 m in
。

输 出变化的高频成分是由于横 模

扰动引起灼
,

因为
,

它与荧光片上观察到的远

场图样变化有同样的周期
。

找们的激光器在多

模情况下最大输出功率超过 1 8W
。

这是迄今为

止报导的太阳能泵浦激光器 的最大输 出功率
。

本聚能器产生灼太阳的象的平均直径大约

是 40 m m
,

所以聚集的太阳能中只有 13 % 有效

地用来泵浦直径为4 m m 的N d : Y A G 激光 棒
。

在本实验 中大约只利用了聚能器面 积 的1/ 60
图 2 用热量计测量得到的激光拚 出

因此光泵浦实际用 1
.

Ik w 的太阳能功率就得到了 18 w 的激光输 出功率
。

这样
,

太阳能功率转

化为激光输 出功率的转换效率大约是 1
.

6%
,

对太阳能泵浦N d : Y A G 激光器来说
,

这样的激

光效率是相当好的
。

太阳能泵浦的激光器的各种应用可能需要高峰值功率 (用 Q开关技术得到) 和短波长的

激光 (用基频激光倍频可 以得到)
。

现在正在做这些实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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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落凡
,

自 动 机 用 光 学 传 感 器

使字古飞行器和人造卫星在轨道上精确对接的光学方法
,

预计在地面也是很有用的
.

例

如控制机器人在其工作过程中运动
。

由人造卫星上的图形反射的激光束就可得到径向准直状

况
、

轴向夹角和距离约信息 (图 1 )
。

由宇宙飞行器上的光发射/ 接收器将激光束投射到人造卫星上
。

并由某种机构使光束 方

向在圆锥内移动
,

就是使光束 以圆或椭圆形式扫描 目标
。

卫星上的目标由两个同心部分组成 (图 2 )
:

1
。

A 部分是一些环形带
,

其反射率随距 目标中心距离的增加而减少
。

它由 一 些 同 心 环

组成
1

其反舫率高低相浏
。

使两个相邻区域的宽度比随半径增加逐渐减少
,

从而使其反射率

随半径作称数减少
。

一个环的宽度只是运动光斑直径的一小部分
。

2
.

B邻分是中心圆区域
,

它的反射率以某一已知的关系随激光束的入射角变化
,

但 不 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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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向位置变化
。

一

为 了确定传感器与目标间的距离
,

由光学系统调整扫描锥角
,

使来 自目标的最大与最小

反射比率等于预先确定值
。

由于指数减少关 系
,

故距离与该扫描锥角成反比 (当有角度失准
时

,

由于扫描是连续出现的椭圆形
,

故距离方位可能略有误差 )
。

径 向失 准方向可由最大和最小反射率时刻的束扫描角推导出来
。

所要求的修正就是使宇

宙 飞行器在最大和最小反射时扫描光束位置所确定的平面内产生转动
,

其转动方向是朝向A

部分的最大反射位置
。

一系列这些修正将使圆锥的中心趋向目标的中心
.

随着径向失准 的 减 少
,

光束逐渐地照射到目标的中心 圆 (B 部分)
。

B部分的 低 反 射

率使光传感器的输出产生逐渐增大的长斜坡
,

在达到径向修正的终点时就发送出信号
。

当整

个锥扫描落入B部分时
,

径向修正 即告结束
。

元失准量 由B部分反射的最大与最小值 的比率来指 示
。

随着角失准减少
,

反射能力的涨

落减少 直到反射能力保 持不变
。

对角失准的修正就是使宇宙飞行器绕 目标平面 内 的 一 个

轴转动
,

该轴垂直于B 部分对扫描光束的最大与最小反射点所确定的平面
。

A部分内的户月司
未纹结构怕浓犬

图 1 确定径向失准
、

角失准和

距离的衬接传感系统

图2 由反射率 高低 交替的环和 中心

部分组 成的 目标 图形
,

其中
。
‘

区的反射率随入升角 变化
,

但

不随位置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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