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实验结果p 文中着重分析了唐山地震的发震构造，与构造应力场的实际资料分析对

比3 获得了较为一致的结果。

唐山地震是卢形态上为北东东走向的菱形块体。从实验得到的唐山地区等差线条纹看出，

沿两条北西向断裂带及唐山断裂带条纹密集;而在等和线条纹上，也是沿北西向的断裂带条

纹密集p 这与地震宏观考察得到的三个应力集中区对应p 与唐山大震及大震后的谏县地震和宁

河地震的位置一致。 另外，对唐山菱形块体施加不同方向的外力实验表明，只有在 N86
0

E 的

外力作用下，所得结果才与实际资料符合。

实验得到的唐山地区主压应力轨迹线的走向为北东东向，这与华北地区主压应力轨迹线

图中的结果是一致的。而从新构造时期以来构造运动的特征、近期地壳形变及震源机制解均

可得出结论:唐山菱形块体的应力状态是北东东向挤压，北北西向引张，与实验所得主应力轨

迹线的走向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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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不同的光学图象P 都有它们自己的特征空间频谱P 例如矩孔的频谱是 Sinc 函数，圆孔

的频谱是贝塞尔函数;带有球菌的细胞和带有杆菌的细胞p 它们之间的频谱就有相当明显的差

别。 这种差别使人们可以利用频谱分析的方法对物体的自动分类、筛选和识别成为可能。

当一个位于变换透镜前的光学图象受到准直的 He-Ne 激光照射后，在透镜的后焦面上便

形成该光学图象的频谱。 这个频谱是对它的中心对称分布的3 中心点的频率为零，离中心点的

距离增大时其空间频率也增大。利用棋环阵列探测器，可将两维分布的功率谱同时进行采样

和检测，所测得的信号经放大后输入记录仪或计算机进行处理。

棋环阵列探测器之所以能够同时检测具有两维的功率谱3 是由于这种探测器的结构是由

32 个半圆环状和 32 个模状的光电探测器在同一硅片上融成一体所构成的，前者用以检测按

径向分布的功率谱，后者用以检测按方位分布的功率谱。

由于棋环阵列探测器中的各个探测器的响应率是不同的，尤其是半圆环状的探测器之间，

其响应率随探测器的面积而异，中心环和边缘环之间，其响应率的差别可达两个量级以上。 因

此各探测器所测得的信号经放大后必须归一化，为此在等能量的输入条件下，各探测器的放大

倍数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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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利用棋环探测器在上述条件下，用手控的方式分别测量了模式的带菌细胞和真实的

带菌细胞的频谱，前者是为后者提供感性知识的。 我们分别对带有不同数量的球菌和杆菌的

细胞以及单个细菌、癌细胞和正常细胞等的频谱作了测量p 找出光学图象、频谱和用模环阵列

探测器采样检测的信号之间的对应关系p 熟悉它们，掌握它们，以便利用光学计算机混合系统

进行自动识别，为人类的健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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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光声探测技术是以光声效应为基础的一种新型探测技术p 近年来己发展成为弱吸收

光谱测量、痕量气体分析、污染探测以及分子能量传递过程研究的重要手段。我们已研制了用

于测量气体弱吸收的两种不同结构的光声池p 即 "H" 型共振光声池和圆筒型共振光声池。前

者采用自制的圆筒型电容传声器，后者采用商品电容传声器。 我们已以选频 002 连续激光和

总压力为一个大气压的乙烯和氮混合物对光声池的基本性能做了测试和定标。文中详细介绍

了这两种光声池的几何结构，激光光声探测实验装置以及池子的基本工作性能。给出了各个

池子的最低共振频率、响应率、线性度、背景噪声和最小可探测率，并做了简单的分析和比较。

目前p 这两种池子的最小可探测率均可达 10-8 厘米-1.瓦，这对于许多气体吸收光谱测量已有

足够的灵敏度。

作为一个应用实例，我们已用圆筒型共振光声池，分别在 290、 300 和 310K 三个温度上，

测量了水气对 002 10.6 微米激光连续吸收与水气分压力的关系，获得了计算 10.6微米水气连

续吸收的经验公式p 初步考察了自加宽吸收系数 08 和外来气体加宽吸收系数与自加宽吸收系

数之比 γ 的温度依赖关系。 我们获得的 08 比 Roberis 等人(1976 年)模式中的 08 有更强的"负

温依赖"关系，而与 Ooffy(1977 年)在实际大气中测量结果相当一致。此外我们的测量也表明，

对于水气连续吸收而言，自加宽吸收系数远大于外来气体加宽吸收系数，而且它们的比值γ 也

是温度的函数p 它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增大。 上述实验结果似乎无法用单元水分子吸收理论加

以解释，有可能是双水分子缔合物 (Varanasi 等人， 1968 年)或多元水分子缔合物 (Oarlon，

1981 年)的吸收起主要作用。但这一问题尚未完全清楚，有待作进气步的研究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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