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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明通讯

1. QXJ-l 型红宝石脉冲激光全息照

相机(中国科学院安徽尤机所三室)

QXJ-l 型全息机由发射系统、接收系统

和电源三部分组成。发射系统包括红宝石激

光器、光路系统及用来调整光路和再现全息

图的 He-Ne 激光管。激光器的工作物质为

φ10xl00 毫米红宝石棒，双缸灯泵浦，双圆

柱镀银聚光腔，稳花菁或叶绿素 d 调 Q，小

孔选横模。前腔片使用法布里-王自罗标准具

平板。红宝石棒通水冷却。由发射系统发出

的物光束和参考光束分别以 cþ180 毫米口径

的准直光和线光束平行通过测试段，然后进

入接收系统，因而测试段范围大小不受限

制。 两系统都装有升降机构，可调整工作面

的高度和方位。电源部分包括充电机和触发

器，既可手动触发也可由给定的触发信号进

行同步触发。

该仪器可用来拍摄风洞和各种流场的全

息图，也可用于光弹试验。通过全息图可直

接定量分析流场各点的密度、温度、压力等物

理量，以取代纹影仪、阴影仪等。由此拍摄的

全息图能够保存流场的全部信息，可随时再

现出来以供分析。这是纹影仪、阴影仪所不

能比拟的。

另外，改变接收系统的位置可以拍摄反

射式全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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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激光冷却1l1J (三机吾~六一三所)

配制了两种用于 YAG 重复频率激光器

的冷却剂，其配方:

甲号冷却剂一一蒸锢水 40笋，甲醇(分

析纯)20饵，乙二醇(分析纯)40 呢。

乙号冷却剂一一蒸馆水 60饵，甲醇(分

析纯)20呢，乙二醇(分析纯)20 呢。

这两种冷却剂的优点:可在一55
0

0 低温

下保持 2 小时不结冰，遇火不燃烧，在 6号。C

保持 4 小时，其挥发性与蒸饱水相同。

3. 功率输出稳定的氨一氛激光管(上海

玻璃仪器一厂 上海市激尤技术研究所)

本文介绍了一个长 250 毫米、功率输出

稳定的氮一氛激光管的结构和输出特性。它

具有结构简单、使用方便的优点。在不加任

何反馈控制功率输出稳定装置的情况下，获

得了长期工作时为 1'""-'2%、短时期内为 1如

以下的稳定度。

4. 氮一氛激光治疗慢性前列腺炎疗效

观察(洛阳市第二人民医院激尤治疗小组外

科)

本文报导了应用氮一氛激光仪对13例慢

性前列腺炎患者进行了照射治疗，经照射后

对改善症状，减轻会阴部疼痛p 减少尿频、尿

痛、尿急，促进前列腺腺体肿胀消退，前列腺

液恢复正常均有疗效。同时指出因病例少，

也无远期疗效随访，需要继续开展临床观察。

6. 激光荧光显示法对癌肿早期诊断的

研究(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 院)

根据癌肿细胞代谢旺盛，对荧光素铀吸

收比正常细胞多的特异性，用激光荧光显示 .

法可区别癌肿组织、良性疾患及正常组织。本

文报导了把激光与光导纤维内窥镜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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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入体腔'内，进行荧光检查，对 50 例怀疑胃

癌患者(均经病理或术后病理等确诊)检查结

果，激光纤维胃镜荧光检查为阳性者 11 例，

检出率为 100%，无一癌肿患者呈阴性反应。

而良性疾患:胃溃了窃、慢性胃炎、息肉等绝大

部分呈激光阴性反应，个别病例有假阳性。

对 8 例肠腺化生(癌前期)激光检出 7 例， 1 

例未检出。初步临床观察来看，激光纤维内

窥镜荧光显示法对胃癌的早期诊断，尤其对

随腺化生的检出，有一定的临床应用价值。此

外，激光荧光显示法对食道癌早期诊断也是

很有效的方法。

还有，如用激光荧光显示和阴道镜同时

对患者反复对照检查，可使假阳性率明显降

低。在这一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出 16 倍阴道

镜，大大提高了阳性准确率，为妇产科宫颈癌

检查提供了新方法。在 217 例患者中，激

光阴道镜荧光检出阳性者 30 例，准确率达

80% 。

山东省激光准直技术经验交流会在青岛召开

山东省激光学会筹委会于 4 月 25 日至

29 日在青岛召开了激光准直技术经验交流

会。参加会议的有关大专院校、研究所、激光

准直仪器的研制生产单位和使用部门以及省

直有关业务局和部分地市科协共 50 个单位

70 多名代表。

会议交流了激光准直技术在煤炭、电力、

建筑、造船、纺织、机械等行业的应用经验;介

绍了本省研制生产的几种激光准直仪器;山

东师范学院和山东海洋学院的老师在会上作

了专题报告。代表们还参观了青岛的北海船

厂、四八o)，\r 、渔轮修造厂、国棉一厂和四

方机车车辆厂应用激光准直技术的现场和示

范表演。

会上大家一致认为激光准直技术在山东

省的许多行业都已采用，并在生产中发挥了

很大的作用p 有的提高工效几十倍，有的解决

了十多年来未能解决的生产难题。因此，激

光准直技术受到了工人师傅和技术人员的欢

迎，目前该省已能小批量生产激光经纬仪、激

光铅直仪、激光水准仪和激光指向仪等。

会议就如何进一步使激光准直技术向深

度和广度发展，提高仪器性能等进行了广泛

的讨论，代表们提出了许多改进意见和措施。

激光测距仪学术交流会在成都召开

在全国科学大会精神的鼓舞下，我国首

届激光测距仪学术交流会于 4 月 20 日至 26

日在四川省成都召开。这次会议由五机部激

光情报网发起，委托五机部二O九所等单位

主办，邀请了五机部以及其他各有关研究所、

大专院校、工厂和部队共 63 个单位 130 多人

参加了会议，报告文章共 45 篇。

与会议代表围绕着激光测距仪研究工作

的发展及其有关技术问题宣读了许多有价值

的论文，同时，对激光测距研制工作中存在的

问题进行了专题讨论，使到会代表学习到不

少有益的经验，感到会议开得很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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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JX-l 型细胞激光显微仪研制成功

tlXJX-1 型细胞激光显微仪"是具有多

种用途的激光微束装置。它是通过光学系统

将激光聚焦成 2"，3 微米的光束，作为研究细

胞的理想"手术刀"在细胞生活条件下准确

地对细胞的指定部位进行照射或局部破坏，

以研究细胞内部结构与功能间的关系，揭示

生物体微观机柏的奥秘，使激光的应用进入

到细胞水平。 对于研究遗传特性、育种以及

探索癌细胞恶性分裂的原因等都具有实际意

义，是细胞学、生物学、遗传学等学科进行基

础理论研究的有力工具。

吉林医科大学组织胚胎教研室应用本仪

器先后对体外培养的活癌细胞、神经细胞、蛐

虫卵等进行照射实验。照射了癌细胞分裂

中、后和末期各阶段的中心体，发现在中期到

后期早阶段照射时，、有抑制分裂进行的作用，

为治癌、防癌提供了理论根据和线索。

吉林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受吉林省科学技

术委员会和吉林省教育局委托，于 1978 年 3

月 2 日至 5 日主持召开了 "XJX-1 型细胞激

光显微仪"鉴定会。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

动物所、生物物理所、遗传所、吉林应化所、

中国科学医学院首都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

59172 部队、北京师范大学等 32 个单位派人

参加了鉴定会。经鉴定， "XJX-1 型细胞激

光显微仪"整机性能达到了原设计技术条件，

原理正确，结构合理，指标先进，性能基本稳

定，符合使用要求p可以投入小批量试生产。

会议一致认为:吉林医科大学、吉林市光

机实验厂在华主席"抓纲治国"战略方针指引

下，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发扬独立自主，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敢于创新，敢攀高峰的

革命精神，在较短时间内研制成功 "XJX-1

型细胞激光显微仪"，为我国医学、生物学、遗

传学、农业育种以及国防医学等基础理论研

究提供了新型工具，填补了我国的空白，为早

日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作出了一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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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由于金属材料来源丰富，易于加工制

作，且结构坚实，因此金属波导激光器也必将

得到一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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