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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洛斯
·

阿拉莫斯实验室的激光

防护 眼 镜 计划—
D

.

C
.

w in b且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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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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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8 0 二 1 0 3 8

.

一

洛斯
·

阿拉莫斯实验室的激光器激增
,

对提供用于实验人员的适当眼睛防护给于了

相 当的注意
。 .

这些实验人员涉及各种非离子

辐射的应用
.

为了获得对 眼睛损伤的生物学

闭值数据
,

进行了快速脉冲 激 光 器
’

(N d:

Y吞9
,

HF 和 C o 、) 实验
。

同时对各种眼睛

防护器件作了评
.

价
,

从 而导致对轻型
、

舒适

并可按规范研磨的有色玻璃滤光镜的发展
。

在特殊应用 中使用了各种型式的防护眼镜
。

统
。

本报告中所描述的激光安全计算机程序

精确地评价 了各种状态的所有激光源
。

该计

算机程序与关于激光安全应用的美国国家标

准是一致 的
。

6 4
.

602 用于激光辐射 的 标准—
v

.

R
,

丫
u r a to r ,

等
,

s o v
.

J
.

Q “ a n t
.

E I“c tr o n
.

,

V o l
.

1 0 ,

N o
.

8 ,

A u g
.

1 9 8 0 , p
.

9 7 0 一 4
.

根据实验动物的眼睛与激光辐射之间相

互作用实验的分析
,

并且研究了眼睛的光学

性质
,

提出和证明了对眼睛的单次 (非经常

的 ) 照射的最大允许激光辐照量 的计 算方

法
.

对于任意的光束会聚角 (包括准直光束

的照射情况)
、

任何适合于眼睛的能量
,

给

出了在 0
.

连、 1
.

4微米波段区
,

脉宽为 1 0--
’”~

功讹秋的最大可允许的辐照量
,

a 4
.

6 0 4 大气对低功率激光束传播的影

晌
—

T
.

W
.

T ue
r
等

,

A D 一
A ” 5 3 8 3 / 6.

本报告详细讨论了与大气对低功率激光

辐射传播效应有关的各补理 论
、

实 验 及模

型
。

研究了大气中的分子
、

忿浮粒子和湍流

以及它们在大气中的浓度或强度对激光传播

的影响
。

对本领域 中的知识现状给 出了专门

结论和建议
。 ’

并且对能被用来预测大气影响

的各种模型作了讨论
,

达些模型与广泛的人

身安全标准是相关的
.

8 4
.

60 3 激光安全的计 算 机 程 序—S
,

A
.

L a w to 。等
,

最终报告
,

A D
一

B o 3 2 52 石/ 8
.

一

激光系统在美国海军 中应用札发展的增

姆
, ,

.

一

需要对激光的幸全密切关注
。

达到激光

安全运行 的第一步是精确地分 析 激 光 器系

8 4
.

6 05 估计定向激光束对人眼的危害

程度—
v

.

T
.

K o b o v sk ii等
,

S o v
.

J
.

Qu a -

n t
.

E le e tf o n , V o l
.

10 , N o
.

1 2
,

D c e
.

工9 8 0 ,

P
.

1 4 7, 4
一

8
.

利用不 1司发散度的高斯辐射束与服睛光

学系统相互作用的一种模型对定性洁算定向

激光束的危害程度问题作 厂研究
。

获得了在

最坏的设备条件下测定视网膜上光斑大小的

表达式和估算激光辐射危害与瞳孔平面 中激

光束直径的函数关系式
。

6 吞
.

6 0 6 引起眼 睛 白 内障 的 红 外 辐

射阐值能盆的 确 定—
D

,

G
,

Pi tt s , P B别
-

17 0 8 9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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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眼睛的结构来确定眼睛受红外辐射

照射的各种闭值
。

免子 与猴子眼睛受到 5 0 0 0

瓦高压氮灯
、

波长为 70 。、 14 00 毫微米的红

外照射巧分至 8 小时
。

这种红外照射试验引

起了角膜
、

虹膜和眼睛晶状休的损伤
。

8 4
.

60 7 激光器及眼睛防 护
—

D
.

H
.

B r e n n a n ,

N 8 1 一 3 1 8 4 0
.

本报告讨 沦了目前可买到的一些激光器

的应用及其性能
,

这些性能参数关系到视觉

组织的危险
。

研究了激光可能引起视力的病

理性沂果以及防护器件的优
、

缺点
。

还描述

了事故处理
、

实施法规和有关损伤的检验草

案
。

J O h n so n ,

G
.

E
.

M O S s ,

最 终 报 告
,

A D
-

A ll2 3 0 5 / 8
.

已经设计了将被装在头盔护目镜上的窄

带衍射防护罩并进行了试验
。

实验的可行性

研究表明
,

对某一特定激光波长
,

护目镜放

置在离眼睛 7 厘 米 处
,

其 防 护 效 果 可达

99
.

9 %
,

‘

视频光透过率预期超过 9 0 %
,

但有

几个技未难点仍待解决
.

时
.

6D8 激光测距安全—
R a n ge S卜

fe ty
·

G r o u p
,

R a n g e C o m m a n d e r C o u n e il
,

w h it c s o n d s M is : ize R a n g e ,

最终报告
,

A D
一

A , 了0 6 3才/ 3
.

本报告为负责激光测距安全机构的人员
·

提 供了件理激光实验的指南
。

该指南规定 了

激光测组安全规裂应当描述的范围
。

此外
,

该文件还包括应用到有关激光安全计划的定

义
,

测距操作者提供数据 的规格
,

以及认为

与激光安全准备有关的其他资料
。

84
.

6 1 1 眼睛的激光闪光 效 应
一

H
.

z w i亡k等
,

A n
一
A ll7 4 3 0 / 9一

今后的十年间
,

现代战场上的激光器将

成为对地面军事人员眼睛的一种定向能量威

胁
。

为了说明小能量激光器对人眼和视力的

威胁问题
,

结合作战环境的几个主要特点
,

安排了本报告所述的研究
。

8 4
.

6 12 对人眼相对安全的激光器的眼

睛效应—
B

.

E
.

S t u c k等
,

A D 一
A ll了招 过阳

.

本报告描述一种激光器
,

它们的输出特

性与投放在战场上使用的激光器相似‘ 这种

激光器能在有战术意义的距离上对视网膜产

生严重危害
。

使用双目望远镜或放大光学设

备会增大危害范围
。

如果没有适当的控制限

制或不使用防护装置
,

则不能用这种装置进

行训练演习
.

8 4
.

6 0 9 美国新泽西州
、

马萨诸塞州
、

加利福尼亚州的激光伤害跟 踪 调 查
—

G
.

A
.

G e llin , p B 一 8 2 一 1 9 6 2 6 2
.

在美国新
、

马
、

加三个州中对 20 0 个 使

用激光器 的企业作了调查
,

其 中1 5个单位 的

共计22 例激光伤害事件得到证实
。

其中眼清

被伤害者 7 例
,

他们由于视网膜损伤而引起

视力模期
,

但未造成失明
。

由激光束照射引

起皮肤烧伤音 4 例
。

本报告还叙述了激光安

全情况
,

受伤人员的病例 史和防护方法
。

8 4
.

6 10 眼 睛 的 激 光 防 护—
K

.

C
.

8 4
.

6 1 3 MILE S计划的生物学研究‘‘‘

D
.

J
.

Lun d等
,

人D 一
A 10 31 弱/ 3 ‘

M IL E s (多功能综合激光交 战 系 统)
‘

编入了第一个为友军提供激光辐射的军用激

光装置
。

M 比E S 系统的激光发射机 是 发射

波长为 9 00 毫微米的G a A :
激光系统‘

t

描述这

种装置的视力危害工作包括对影响激光辐射

与视觉组织相互作用的若干参数的研究
。

这

些参数包括波长
、

视网膜成象直径和光脉冲

的重复照射
。

这些研究还包括M IL E s M
一

16

型发射机的祥机和工程发展改型对视觉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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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照射
。

8 4
.

6 14 激光对 两 眼 眼 底 的 偶 然 损

伤
—

v
.

M
.

G a y d a y
,

N 8 3 一

n 7 1 3
.

本报告指 出在进行激光操作时违反激光

安全规程所引起的眼睛损伤
。

损 伤 程 度不

一
,

视力的丧失有的可 以恢复
,

有的则成为

永久性的
。

激光束可引起生物系 统 的 热烧

伤
、

蛋 白质凝结
,

甚至机械外伤等
。

8 4
.

6 1了 测量激光辐射 量 的 仪 器一
J

.

L
.

S ib e r b o r g
.

美国专利
,

N o
.

通
,

3 9 7
,

5 52 ,

川韶年 8 月 9 日公布
。

测定可见激光辐封源对视力的危害的仪

器包括
:

适合于被 匕述光源照射的光电敏感

装置
,

并 由它产生一 强度信号
, 一

该信号的大

小与该光源发出并照射到 匕述光电敏感装置

上的可见激光辐射强度成正比
。

8 4
、

6 15 视 力 问 题 的 争 论
—

E
.

S
.

B e a t r ie e ,

A D
一

A 12 1 9 3 G / 9
.

本报告是 19 8 0年 10 月 20 、21 日召开的会

议文集 增集
。

其 内容有 ¹ 对眼睛相对安全激

光器的眼睛效应
。

º关子安全使用 G a A 、激

光器训练装置 的生物效应
。

» 激 光 闪 光效

应
。

¹ 激光对眼睛的闪光效应
。

½ 受 Q开关

红宝石激 允辐射后灵长目动物视网膜的 自动

射线照相术
。

8 4
.

6 18 低能量激光对视网膜损伤的研

究
—

B
.

F
.

ll oc h h 等
, 一

气D
一 A 12 7 340/ 8

.

本计划的总目的是吐录视网膜受甚低能

激光照射而产生的变化
。

19 8 2年 作了对激光

致伤的猴子眼睛视网膜小面积 匕潜反射率的

精确测量
.

实践证明这种精确测 量 是 可行

的
。

完善了摄影技术皮荧光脉青图的对比度

和分辫率 得列 i空善
。

推 岸了儿种染料用作染

色膜
,

供视网 ’}莫防护激 光辐 时之 川
。

8 4
.

6 16 机载激光测距安全性评价的分

析技术
—

M
.

S
.

R a m : b叮 g 等
,

最终报告
,

A D 一 A 12 40 0 8 / 4
.

本报告叙述了评价机载激光测距操作安

全的技术
。

己拟门
‘

出 A S N 工 即 F O R T R A N

的微计算机码
。

这种码将提供机载激光系统

的安全 飞行图
。

这种微计勇
.

机码的输出还可

用来确定地面激光系统的工作范围
。

该码的

输入包括输出参数
,

N O H D 和指定给激光系

统的缓冲带以及描述试验场的几何参数
。

叫
.

6 19 光辐 射 的 防 护 i习题一
M

,

D 下p叮 1
.

N 8 3
~
3 228了

.

本很告对萦外
、

可见
、

红外和激光辐射

的损伤效应进行 了研究
.

鉴 丁
:

当前激光器的

J一 泛应用
,

对傲光辐射尤为重视
。

本子戌告讨

论的问题包括可能全受到辐射 衡害门那些操

作人员附防护措施
,

以及对他们们定切体格

检查
。

( 邵 声荣 王圣 江 德 务 校 )

。 6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