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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我们所提出的一维拉格朗日编码，对激光驱动的充窍氟玻璃球壳以及报贵在冰-玻璃双层球壳聚变靶

的向心聚爆全过程进行了数值计算，并研究了若干物理因素的影响。

计算表明p 激光功率为 1011~1012 瓦的近期充气玻壳靶的向心压缩实验可分为较强聚爆和较弱聚爆两

类。若靶面上的激光辐照强度为白"单位靶质量所吸收的平均激光能量为乌， 则较强聚爆满足条件:如〉

1015 瓦/厘米2 8a >0 . 1 焦耳/毫微克;较弱聚爆满足条件:如<1015 瓦/厘米2， 80 <0.1 焦耳/毫微克。计算

表明，对于小靶(玻壳直径 <100 微米p 壁厚 <1 微米〉的较强聚爆，壳层向内推进的平均速度和加速度较大

(其量级分别为，G107 厘米/秒， ，G 1017 厘米/秒2) ; 气体部分的离子温度 ( > 1 千电子伏〉和中子产额都较高;

对于大革巴忡>100 微米， L1R > l 微米〉的较弱聚爆p 则推进较缓慢( ~5 X 106 厘米/秒， ~1016 厘米/秒勺， 气

体部分离子温度和中子产额都较低。较强聚爆的聚爆时间很短p 一般在 ~100-300 微微秒以内;而较弱聚

爆的时间为 ~1 毫微秒。目前p 我们进行的激光辐照玻壳靶的实验属于典型的弱聚爆类型。例如对于 φ110

微米， L1R3.6 微米、充有 10 大气压气体的玻壳靶，若辐照靶的毫微秒脉宽的激光能量为 50~100 焦耳，净吸

收 10~20 焦耳，则如~(2-5) x1014 瓦/厘米2， 8a~(0.035一 0 .07)焦耳/毫微克。计算机计算结果为:聚

爆时间~1. 1 毫微秒，壳层向内推进的平均速度 ~4x 106 厘米/秒， 气体部分温度为(300~400) 电子伏p 体

压缩数百倍p T瓦尔反应中子产额 ~102。上述结果和实验大致相符。模拟计算还表明3 存在着对电子热传导

的反常抑制，限流因子的取值应较经典值小一个数量级P 才能得到和实验观测值相一致的结果。这个结论与

近年来关于电子反常热传导的理论和实验研究的结果相符合。模拟研究表明，激光所驱动的充气玻壳祀的

强聚爆p 与可以获得超高压缩的等熔压缩模式不同， 对脉冲整形要求较低p 脉冲波形的改变并不使结果发生

显著变化p实验中可采用诸如高斯波形等未专门整形的脉冲。

我们还对焦侃冰-玻璃双层空壳靶进行了初步计算，计算结果表明p 在冷冻前充气压相当高的低温祀与

对应的有相同燃料质量的常温充气靶相比p 其中子产额可提高近十倍;计算还指出p 对于这种双层空壳靶，有

更高的压缩， 知焦冰可以压缩到其液体密度的 100 倍以上。冰层厚度或冷凝前的充气压是应调节的参量，适

当选择可达到最佳的聚爆状态。

激光向心压缩 DT 靶'的计算及

激波、热波的解析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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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分析激光一维双也度向心压缩 DT 靶计算基础上，求得了与计算结果基本相符的激波与热波的

解析解。

激光向心聚爆是一复杂的物理过程，它是由一多变量的非线性偏微分方程组来描述的。我们参照文献

编制、调试了一维双温度非线性偏微分方程组的计算程序，并对各种激光波形、功率、能量以及祀的参数作了

较大量的计算，所得结果与文献中一维三温度程序计算结果比较，大致相近3 但有差别。关于计算程序p 主要

是采用 Lagrauge 差分隐格式及人为阻尼等方法，并在流体动力学方程中考虑到如下的物理过程:电子、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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