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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南针
·

科学技术与国民经济建设

中科院学部委员张光斗著文指出
,

实验室的科学研究

和技术开发的成果
,

要转化为生产力
,

能在工厂进行批量

生产
,

必须经过中闻试验
,

或建立先导车间
,

进一步进行

技术开发
。

中间试验和先导车间需要的资金
,

往往比实脸

室需要的资金还多
。

美国贝尔公司下属三个实验室中的一

个
,

有博士三千人
,

仪器设备十分精良
,

研究开发实验室

获得成果
,

与工厂合作进行中间试验或先导车间
,

转化成

生产力
,

然后进行批量生产
。

日本的高等学校
、

国家研究

所
、

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研究和开发实验室与工厂的工作进

程大致也是如此
。

工业企业对研究和开发实验室与中间试

验或先导车间的投入
,

作为生产性投入
,

将来在产品销代

中赚回来
,

而且得到盈利
。

由于工业企业是自负盈亏的
,

而且要盈利
,

所以对 研究和开发实验室与中间试脸或先导

车间的压力是很大的
。

高等学校和国家研究机构要保持学

木地位和荣誉
,

也受到很大压力
。

正是由于国内外竞争的

压力
,

促使科学技术与国民经济建设飞速发展
。

目前我国

大中小工业企业都实行开放政策
,

大力引进是 十 分必 要

的
。

但由于工业企业对消化
、

吸收
、

提高的投入少
,

研充

开发部门较小
,

与高等学校和国家研究机构合作不够
,

主

要在 利 用 引进 的 技术
、

装 备
、

生产线开发新产品和提

高产品质量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

称之为国
”:

化
,

这是必要

的
。

但对弓!进技术
、

装备
、

生产线以及元件和材料
,

进行

消化
、

吸收和提高
,

则做 l别尺少
,

这就不能真正提高我国

的科技 和生产力水
万

挤
,

不是真正的国产化
。

外国不会把第

一流技术
、

装备和生产线卖给我们
。

他们还在不断研究不
‘!

开发
,

于是我们引进的逐渐成为第二 流
、

第三 i市
,

将来还

必须继续引进
,

而且永远落后于发达国家
。

对 引痊的 消

化
、

吸收
、

提高角写个要求
,

一是大量投入
,

按 日 本经

验
,

工业企业必项三主十倍于引进的投少
、 ,

我们必须勒紧

裤带
,

过紧日子
,

反对沛张浪费
,

节肯一叨不 必 要 的 开

支
。

二是科技力壑
,

我国科技人员是聪明的
、

有能力的
,

但要有一个戍 长过程
,

需 要工业企业的研究开发机构匀高

校和国家研究机钩通力合作
,

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
,

才能

对引进的东西进行消化
、

吸收
、

提高
。

我们应着重在应用

研究和技术 开发
,

同时吸取 日卞经脸
,

要有选择地 进行基

砒研究
。

杨振
’

; 教凌曾 么次发表愈 吐
,

作这牛刹自进议
。

(摘 臼《中国科学报 》 19 92 年 10 月27 日
,

第21 减 )

人才分流和深化体制改革

国家科委
、

国家沐改委1 9 9 2年8月27 日发表
“

关 于 分

流人才调整结构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若千零几
二
全

文共分六个部分
,

各部分标题如下
: 〔一)坚持

四

经济庵设

必须依靠科学伎札 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
’

的

基本方针
,

按照努 匀攀登科学技术高峰的战略梁求
,

加快

步伐
,

加大力度
,

推进科技系统的人才分流和结构调整
。

(二 ) 对基础性研究工作
,

高技术研究工作
、

重大工程建

没和重大项目的 科技攻关提供充分保障和持续稳 定 的 支

持
。

(三 )技术开发机构要面向经济
,

多渠分流
,

是创办

科技企业
、

企业集团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道路
。

(四 )

社会公益机构和科技服务机构要立足经济
、

社会
、

科技发

展的需要
,

逐步构筑成组织网络化
、

功能社会化和服务产

业化的新兴第三产业
。

〔五 )大力发展科技企业
、

企业集

团和高新技术产业
,

实现科技成果与各类生产要素的优化

组 合
,

在推动科技进入经济
、

长入经济
,

创造新经验
,

形

成大气候
。

(六 )尊重知识
,

尊重人才
,

充分调动和发摔

广大科技人员的主动性
、

积极性和创造性
。

(摘自《心国

科学报 》 1 9 92 年功月6 尸
,

牛 1 ~ 2 版 )

: 会 讯
·

反 隐身项目技术评审

19 92 年9月下旬
,

国内一批 知名雷达专家在合胆 对 近

年来国内研究的一些反隐身项 目进行技术评审
,

参加评审

的主要项目有
: “

稀布阵综合脉冲孔径雷达反隐身技术研

究
” , “

制导雷达组网反隐身概念和可行性研究
” , “

连

续波雷达反隐身可厅性研究
”

等
,

同时讨论了我国陇空系

统反隐身研究的方针
、

政策
、

建议
。

(摘自《 中国 电 子

报 》 19 9 2 年10月 2 6 口
, 于鑫6 沂, 姜池i青报导 )

S MT技术研讨会

机电部在深圳举办SM T 技术研讨会
。

最 近深切L举办

的机电部表 面贴装技术 ( SM T )技术讨论会上
,

有关专
.

家就 SM
‘

r的发展进行 了交流和研讨
。
S M T采用情况是街

量一个国家工业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
,

它使电子整机的

沐积缩小 4 0% 以上
,

重 量践轻 7 5 % 以上
,

其贴错率低于

乞。鲜
,

整机可靠性大为提高
, 它将贴装i只元器件 的 时 间

缩 孤少lJ土s以内
,

节沟工时
,

降服成本
,

早在 19 85 年日本已

有35 纬 尔匕子专 川没 ;’r 采用S M T
。

据介绍
,

机电部 行 业

发展的
“ ‘

\五
”

规划
,
1

, ,

SM T 已被列为重点
,

并要求骨千

电 户企 业在进行技术改造时一定要搞SM T
。

(摘 自《 中

国 匕子报 》1 9 92 年20 月2 日
,

第1版 )

·

产 业 讯 息
·

我国集成电路发展方向

邹家华在集成电路工作会议讲话
,

指出
:
面向市场

,

满足需求是发展我国集成电路产业的基本指导思想
, 在发

展思路
_

l:
,

必须改变过去在发展中较多从产业本身出发
,

单纯追求技术水平的思想
,

而要从市场和用户需要出发来

考虑项目建设和产业发展问题
,

以需求推动产业上 ;
卯落

-

!
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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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上水平 ; 根据我国经济
、

技术的状祝
,

国内集成电路

的发展应走专用电路为主
,

兼顾通用电路的道路
。

要充分

童视集成电路品种设计开发工作
,

在全国建立一批产品设

计开发中心
,

以带约集成电路设计行业的形成 ; 要掌握好

超大规棋集成电路的设计开发和大生产技术
,

并为今后跨

上更高的技术台阶打好基砂
。

往会议是在19 9 2年8月 31 日

由国家计委和机电部联合召开的
。

(摘 自《国际电子报 》

19 9 2年, 月1 4 日
,

第1页 )

我国t 条CC D科研开发线

被机电部列入
.

八五
’

重点研究和掌握的 高 新技 术

一一电荷辐合器件 ( C C D ) 的研制已在机电部44 所取 得

重大进展
。

为使科技成果迅速向工厂生产线转移成产品
,

国家已安排投资8。。。万元把4 ‘所建成C C D 研制开发中心
,

并建立我国第一条生产线
。

44 所已研制出线阵C C D l韶
,

5 1 2 , 1 0 2 4
,
2 0 4 8

,
1 7 2 8和 2 5 0 0位

,

并已得到应 用
,

面 阵

C C D 器件有1 0 8 x 10 0
,
1 5 0 义 1戈0

,
3 0 0 x 2 3 0等6个品种

,

虽

部分获得应用
,

但成品率低
,

性价比差
,

还没有进入工业

生产
。
4 4所C C D 科研开发线建立后

,

可以根据国内大 生

产的需要
,

每年提供6种产品品种移交工厂生产
。

其 主 要

生产工厂是重庆华蜀光电集团所属的中美合资企业一一华

并图象传感器有限股份公司
,

年产2 00 ~ 400 万片 C C D 器

件
。

(摘自《中国电子报 》 19 92 年10 月14 日
,

第1版 )

瞄准举科前沿 攀登世界高峰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楼兆美著文论述关于加强基

础性科学研究的几点思考
,

强调指出
: “

基础性研究既不

能以
.

短平快
口

方式取得成果
、
产生经济效益

,

更不能立

竿见影 , 搞基础性研究要增强创新意识
,

跟踪模仿要少
,

发明发现要多 ; 从长远看
,

国家应对基础性研究的资金投

入和某些体制做适当调整
。

(摘自《中国科学报 》 19 9 2年

1 0月2 日
,

第2版 )

日今后发展科技的三项原则

第- 是人与地球和谐共存
。

为此确立了三 个 主 要 目

标: 增加穷国的财富
,

建设稳定的国际秩序
,

在增加全球

能源和食物源的同时保护环境 ; 第二是加强基础研穷
,

使

日本对世界的基础科学知识储备作出更大贡献 ; 第三是建

设舒适的社会 在使人民过和平生活的同时
,

拟通过改善

住房
、

交通运输和服务设施来使人民过上高质量的生活
。

(摘自《中国科学报 》工992 年9月29 日
,

第3版 )

杨振宁谈美国科研经费比例

1 9 9 2年9月
,
杨振宁教授在向广州科技界的报 告

“

当

今世界科技发展动态与对策
’

中
,
介绍美国对科研经费的

支持时说
,
基础研究

:
是指长 期 研究计划

,

不问其20 年

内
、

甚至s0 ~ 100 年内是否有经济效益
。

这类研究在美国

主要由大学来仇 其研究经费大约相当发展研究经费的十

分之、 戈展研究
:

是指中期研究计划 , 着眼于10 ~ 2 0年

后可能产生经济效益
。

这 类研究主要由大企业 和 公 司 来

做
,

小工厂做不了
,

大学也做一部分
。

美日等国大企业均

设有研究机构
,

经费相当于墓础研究经费的 10 倍
。

产 品研

究 :

指从事短期产品开发
,

着眼于几个月或3~ , 年内打进

市场
。

这部分工作一般由工厂来做
。

长 期以来
,

国内一些

人士认为美国基础研究费多
,

其实是个误解
,

原 因 可 能

是
: 1

.

基础研究成果名气大
,

在各种报纸上被大力宣传
,

使人们认为基础研究在工业发展中最受重视
。

2
.

发展研究

主要在企业和公司 里做
,

他们不愿让别人知道
。

往往一些

水平很高的 成果
,

因为涉及到产品开发等而加以保密
,

国

外并不太了解
。

这导致一个错 觉
,

以为他们不重视发展研

究
。

(摘自《中国科学报 》 19 9 2年9 月2 2 日
,

第 3版 )

·

激 光
.

铜蒸汽激光器翰 出功率达a0 OW

日本东芝公司最近开发出功率为3 00 W 的铜蒸汽 激 光

系统
。

铜蒸汽激光是激光器浓缩铀技术必不可少的工具
。

3 00 W 铜蒸汽激光器的问世
,

使浓缩铀技术朝实用化的 目标

迈进了一大步
。

利用激光能够高效率地从夭夕畴由中提取作

为核电站燃料的铀2 3 5
。

(摘 自《中国科学报 》1 9 9 2年8月

2 5 日
,

第3版 ,

江小雨文 )
·

光 电 医疗
·

用激光手术治疗近视眼

英国科学家认劳
,

采用激光手术治疗法
,

10 年以后 4弓

岁以下的近视或散光患者将不必戴眼镜
。

据报导
,

治疗时

利用激光撤去患者微量眼组织
。

这种激光能去除厚度少于

2印 m 的眼组织
。

患者只需在 门珍部接受大约20 m 比治疗
,

而激光手术时间只有止~ 2 0 5 。 (摘 自 《 中 国科 学 报》

19 9 2年 1 0月2 7 日
,

第3版
.

谷 )

.

尤电材料与才支术
·

国产 13 m Ku波段卫星通信天线

我国戮一台13 m K u
波段卫星通信天线由机电部弘所研

制成功
,

并于最近通过了中电总公司主持的鉴定
。

该天线

频带覆盖了 1
.

S G H : ,

包含了 目前国际上 通 用 的 3个 5 00

M H z 约接收频带
,

并且损耗小
,

精度高
。

(摘自 《 国 际

电子报 今1 9 92 年1 0月 1 9 日
,

1 8页 )

E P SON推 出打印机新产品

19 92 年 10 月13 日E PS O N公司在北京举办 了新产 品 发

布会
,

发布了两种24 针中英文 黑白和彩色打印机
,
E P L -

4 2 0 0 / 8 0 00激光打印机及其它机型
。

LQ 一z 8 0 0K / 1 9 0 0 K 中

英文打印机采用第二代标准码及最新结构
,

能从前
、

后
、

_

巨
、

下四个方向进纸
。

D L Q 一ZODOK 中英文彩色打印机打

破平推式打印
,

既可打印单页纸
、

连续纸
,

也 可打 印 信

封
、

明信片等
。

新型激光打 印机采 用 了 分 辫 增 强 技术

( RI T)
,

使输出的文字和图象更加清晰
。

(摘自 《国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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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报 》 19 9 2年 10月 19 日
,

第 1页 )

远红外与毫米波千涉滤光片
1 99 1年3月

,

中科院植物所青年室公派赴加拿大侧家研

究院微结构科学研究所薄漠组工作的匆岁的邵剑心博士
,

采用非四分之一波堆设计方沙
,

即将塑料薄模 与光学薄摸

两种不同介质材料视为
“

同一沐
” ,

大胆改龙传统制各
、

工艺路线
,

巧妙地镀制成功犯、3 00 牡m 厚的窄带系列滤光

片
。

世界薄膜权威杜勃洛奥斯基教授对邵说
: “

我认为难

以实施的工艺方法
,

如今让你突破了
。

此项首创性成果
,

预计对天休物理
、

军率科学的发展研究有重 要影 响
。 ”

(摘自《中国科学报 》1 9 92 年1 0月26 日
,

竿2版
.

齐轩 )

没有荧屏的电视机
没有荧光屏的 电视机非并天方夜谭

。

美国华盛顿大学

人体界面技术实验室的科林等人
, 正在研制一种虚象视 网

膜显示器 ( V R D )
,

利用激光在人眼的背部产生 图象
,

达到让图象脱离电视屏幕
,

直接以三维形式进入大脑的 目

的
。

也许有一天
,

V R D 将使目前的 电视 ( 包括大肆 鼓 吹

的高清晰度电视 )被淘汰
。

V R D 与普通 电视屏幕有许 多

共同点
,

普通电视屏幕里
,

电子束在屏幕上来回扫动
,

使

磷光层发光
,

V R D 采用一种可刺激视网膜上的光感 受 器

细胞的低能激光
。

迄今为止
,

V R D 的分辨力已达到4 00 x

3 0 0个象素
,

略低于 普通电视
。

激光照射眼球比听起来要

安全得多
。

科林研制的激光器发射的功率不到十万分之一

瓦
,

大大低于规定的安全 限量
。

(摘自《中国科 学报 》

19 9 2年9月2 9日
,

第3版 )

新型光值号放大系统

日本东京大学尖端科学技术研究中心的大越孝教授开

发了用于长距离通信的信号放大系统
。

新系统是在作光放

大用的掺饵光纤之间装置了光隔离器
。

光隔离器阻断了对

光信号放大不起作用 的多余的光
,

因而与以往的 方 式相

比
,

放大率和灵敏度都提高了2 ~ 3倍
。

用波长 为 1
.

4即 m

的激光照射掺饵光纤
,

在其中传播的携载有 信 号1
.

5印m

波长的光就会被放大
。

(摘 自《中国科学报》 1 9 9 2年9月

1 5 日
,

第3版
,

广荃文 )

微波照相机向世
美国加州一家电子设备公司研制出一种微波照相机

,

可帮助飞行员在飞机降落过程中透过云雾看清机场跑道和

周围物体
。

这种照相机的关键在于把信号加工成图象的速

度远 远高于计算机光学处理器的速度
。

(摘自《 中国科学

报 》1 9 9 2年9月1 5 日
,

第3版 )

通控激光洲云 , 达

遥控激光测云雷达 305 内给
“

空中妖魔
,

曝 光
。

被称

为
“

空中妖魔
,

的低空碎风
、

风切变
、

雾雨
,

给146 个 国

际民航组织成员的近 4 0 0 0驾次进场降落的飞机 制 造 了 悲

孙 运用遥控激光测云技术便成了当今发达国家识别这种

“

妖魔
”

的先进手段
。

我空军第七研究所最近研制成功的

这种雷达
,

可长期置于 宝外
,

具有防雷雨电
、

防 风 尘 性

能
,

遥控距离可达 1 0k m
,

在云底高50 ~ S46 bm 范围内
,

测

低云效果非常好
,

30
5
内就可以给

“

空中妖 魔
’

曝光
,

(摘自《中国科学报 》 1 9 92 年9月巧日
,

第2版
, ’

赵排粉丈)

光电二极管晌应时间达 1
.

却s

类国贝尔实验室研制成新型二极管光电探测器
,

响应

时间为 ]
.

Z p , ,

比目前的光电探测器快6倍多
,

创光电探测

器响应时间最高记录
。

这种高速光探测器是用砷化稼材料

制成
,

低温生长的砷化稼对光脉冲响应非常快
。

以往的探

ffilj 器电极是直线式
,

光脉冲通过 电极路途长
,

新型器件是一

种与砷化稼灵敏度相匹配的亚微离子束平版印刷技术制作

的一种叉指式 电极
。

其内量子效率已高达68 %
,

而通常电

极结构只有 1%
。

(摘自《中国科学报 》1 , 92 年8月25 日
,

第3版
,

方明文 )

瞬态红外激光光谱袭里

中科院物理所研制的瞬态 红外激光光谱装置
,

为开展

激光化学研究提供了重要实验手段
。

该装置可同时获得短

寿命分子的结构和反应动力学信息
,

也能进行快速过程时

间分辨的红外吸收光谱实验
,

可记录寿命短至千万分之一

秒的物质的红外光谱
。

(摘自《中国科学报 》 1 992 年 8月

2 5 口
,

第2版
,

黄盛章文 )
。

光 电存储
·

光盘上的牛津英语辞典

储存在计算机光盘上的 《牛津英语辞典》即将在美国

上市
。

由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第2版 《牛津英 语 辞

典 》有2 0卷
,

总重 13 7 lb (约6 2 k g )
,

字数6千万
。

这一巨

型辞典现已储存在一只 有巴掌大的光盘上
,

人们可使用光

盘 只读存储器在计算机上调阅
。

(摘自《中国科 学报 》

2 9 9 2年3年14 日
,

第3版
,

辛际文 )

用液晶制成 “缩微胶片”

一种可擦除
、

不需照相制版
、

可存贮数据资料
、

图片

和文章的
“

缩微胶片
” ,

将在 18 个月内上市
。

类似于普通

的液晶显示屏和数字表
,

这种缩微胶片也使用 了 一 种液

晶
,

在 写入时
,

它所需要的仅是一个微型固体激光器
。

固

体激光器由计算机控制
,

可写下印 m 粗的细线
,

胶片记录

的数据资料可转榆入计算机
,

虽然通常的缩微胶片也可被

激光书写
,

但它对日光敏感且需要化学显影
。

(摘自《中

国科学报 》 1 9 92年8月 14 日
,

第 3版
,

南洪文 )

高密度光盘

美用压缩光束方法提供高密度光盘
。

以前人们很难想

象怎么能把两部 《战争与和平 》记录在针尖那么大点的地

方上‘ 但这很快会成为现实
。

把一束蓝绿光束压缩至其波

长的十分之一
,

这项技术能将计算机的信息储量提 高 1 00

倍
。

美国贝尔实验室 的埃里克
·

贝齐格和他的研究小组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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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束直接射入末端尖细趋于一点镀铝光学纤维中
。

在纤 在4
.

2K 下的记录密度达到 每平方厘米3 x 1 01 ‘位
,

这一数

维末端出口处
,

射出的光点直径只有5 0n ln ,

相当于蓝 绿 值是通常光盘的3 0 00 倍
。

该公司指出
,

光化学烧洞技术使

光波长的十分之一
。

用激光从光盘中读写
,

数据以光点形 光盘记录密度大幅度提高的原因
:

( 1 ) 采用不 同波 长 的

式存于盘中
,

光点尺寸取决于激光束宽
。

目前用透镜和镜 光束来记录信息 ; ( 2 )在记录信息时
,

将, 个不同强度的

面聚焦的方法
,

还不能使光束直径压缩得远小于其波匕
,

电场加到记录介质上
。

注菱公司烧洞使用 的激光器波长范

而用新技术却可做到
,

从而极大提高了信息储存量
。

〔摘 田 在 58 1 。。 至5 8 3 。。
,

波长间隔为0
.

5 。 m
,

有, 个电 场 弥

自《申国科学报 》 1 9 92 年lJ 月6 日
,

第3版 ) 公
,

在记录介质的吸收光谱上形成了25 个
“

i矿
。

(摘自
.

光化学烧洞提高光盘记录密度 《中国科学报》 19 9 2年 6月 3。:
,

第3版 )

日本三菱电子公司开发出光化学烧洞新伎术
,

使尤盘

测地车激光测距机

该产品是一种光
、

机
、

电结合的新型手持式

激光 测距机
。

用于大地测量车
,

能与陀螺经 纬

仪和方向盘连接进行测距
、

测角
、

定向
。

也可

单独手持进行观察和测距
。

精度高
、

范围宽
、

使用范围广
。

主要技术性能

测距性能
: 测距范围

: 5 0一 2 0 0 0 0 川

距离选通
: 5 0一 4 0 0 0 n l

测距误差
: 土 0

.

S Jll

测距重复率
:

10 次 / m in

距 离分辨率
:

钓 m

观察性能
:

放大倍率 7
’

视场
: 8

“

工 作温度
: 一 40 ℃一 + 50 ℃

体 积
: 1组sm m x 1 7 5 n , 。 1 又 8 5 】二 J, 1

重 最 : Z k g

翻 造 厂
:

国曾华光仪器广

地 址 :
里庆市北皓双柏树

邮 码
:
6 3 0 7 0 0

邮a 信箱 , 盆庆市北磅 1 5 41 信箱

电 话
:
8 6奄9 1 2 一 2 2 0

电 挂
:

北磅0 1 5 1

电 传
:
6 2 1 9 0 C YX R D C N

麟 系 人 , 尹江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