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本实聆巾得到九室许多同志的大力i1J助，在

此表示衷心的Bi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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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程室金膜红外反射率的测定

A hstract: .A. methoclω lIDproγe S/ )J r a.tio which has been uscd to >:ncaSllrc thc IR 

reflc~ti\-itics of gold fllms is intr、<xluced.

-、测量原理

一般情况下p 金膜有较高的反射率，在一次反射

巾损失的能B1R小。同时 CO~ 器件的输出功率不稳

庄，一般起伏在 5%。为了提13信噪比，利用多程室

技术，让光束在多程室中多次反射，使透射损失的，臣、

和大于起伏。所需反射次数1}可性l下式决定:

1 -Rn ;;杀 0.05 (假定起伏在 0.05)

式中 R 为金民反射率。假定两个反射镜的反射率

相等。

对一共轴稳定球面系统 gl=l- -Jι g~=l一
.n1 

乞且0<仰<10 在本实验巾所用反射拉的曲率
半侄相同 R1=岛，则 gl=g2= g。设入射光束坐标为

(.['0 、4、ν。、的) ， 在传播 N 汰后，光束在镜面上的坐

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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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 (Yoc0sN O+Lg/ lg2 (1- D~) I 勺

x ( 弘一号)SinN 。
式 Ir L 为腔长， R 为四面反射镜曲率半径， 。为光

， ti每经一次反射在镜面技影的扭转角。

一般情况下，这些光点在镜面上的排列为椭圆，

扫一镜面上的光点数 N 由下式决定:

Ne=μ:;r 1<μ<N- 1 

θ=C叫1 - 主)
提罚测Q精度的另一主要拮施是对光束强贯进

行归一化。从主光路 rr分出一束参考光p 同时测定

比束光与经多次反射后出射光的程度，再用参考光

束的光强去除出射光更进行归一化。由于参考光强

与iJ l射光强及入射到乡程室的光~J，具有相同的时间

.746. 

因子p 因此它们的比值是与时间无关的常数， 这样就

基本上消除了光强随时间起伏内恶用。

在古1 时刻p 同时测出经 N1 次反射的出♀Ut 强

1N, (t1)及参考光强 1D， (tl); 在归时刻3 同时剖出经

N~ 次反射酌出射光强 16. (t~) 及参考光强 1 D，(的，

经过简单拉赁，得到下1":J公式.

R=(互~/Kl)~丁

1 I J{,' 2 Ll1\J\ 
(LlR/R) ~T一一一:rï(一一一一-~: ' ) 

jN 2 - N1 1 飞 K ~ ι/

其中 K1 =I N , (tJ) / JD , (1J) , K ~ = I,v, (:~)/ID ， (t~) 

其均方根误差为:

( E )-LHifiLh(ifiL2 
Jtl. INz-N1! L\1 ]>.飞) ., 18 , 

+(寺y +(毛747
可见根号中各项均为仪#572数， 均方根识茬巾的
N1 的绝对值决定。 本实驳rþ选用西南电子技术研

究所生产的"激光功率TI.lJ为探测器，和;1{ 5%，记录

仪为 X-y 函尘记录{比精度 5;;'二 . 则该系统?吁沦误

差不大子 0.0 0.，l，(取 I Nz-N1 1 =30) 。

二、实验装置

!t!. 

R~4tn 

实验泼芷

丑。-1\0 激光器用来调整光胳 CO~ it~:)~ .;m用来

进行测:jÌo .il1 1 、 M3 为平面反射镜， Mq 为快匹配镜p

P 为分来器， DhDZ 为激光功率计.

在测量前先使氢-5主激光器勺 CO2 激光器同光



E包，1'}用!{-氛激光调出所需图形p 然后打开 CO2 激

光器p 关t丰氮严?王激光器即可进厅测

三、实验结果

~二次测E结 来 (L 单位为 mm)

在实验中p 取 NJ =6， Z"' ~=32， 4-0. 420 iJj)iJ i.l吁

汰，结果如左栏表。

第一次测量的相对误差为 0.24%，第二次~j~

的相对误差为 0.17 )'石。

四、结果分析

从所得结呆若，测鱼的粘度能满足一般要求。产

生误差的原因有两点: 一是探测器和记录仪本身的

精度所规定了的，不可消除;二是该主义误差，由于所
采用的 X-y 函数记录仪的精度为 5~二，所以有效数

字只包含到小孩点后第三位，这是使用这科记录仪

所必然引起的。

捉7与测量精度的另一些措施是加限孔先阑，去

拌多模性，以及不关机连续测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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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荧光分析仪记录 HpD 在不同环境中的荧光谱线

Abstract: A ß uorescence analyser is appliedωrecord fìuorescent lines from HpD in 32 

sm ::ù1 white mice and various types of so1utions. H .ls suggcstcd that the fìuoresconoe anaJyser is 

of somc diaguostic va1ue to malignant tu mors of small whi te mice . It is a1ωdemonslrall'd 

I hr.t tho fiuorescon t liues from HpD in S0111lioU8 of variou9 pH val u9s audωdium chloride are 

dit ‘ erent iu shape and amplimde. 

Et 斤激光、光谱、光纤和电子等技术的友展p 随

和二光技术在医学上的应用，使我们有可能用光谱

分析法来诊断恶性忡瘤。目前应用最广泛的光欲也

齐IJ为血叶琳衍生物(HpD)，为了解 HpD 在小白白

与不同洛液rll 的 ~~)ttj性与稳;二性， 我们作了如下

票汇。

一、仪器

(1)采用江苏省激光研究所试制的荧光分析

仪。 (2)20~40W He-Cd 激光和 200W 亲灯。

二、实验药物

血口|、 l淋衍生物。IpD): 采用扬州生物 ;jjtJ J?，厂试

制的水荆 HpD，使用时.j负据需要配制成不同浓陀的

药液注入小白日尾静脉或加入不同浴液中。

三、实验动物

皮下接来l'肝脑血水的 18~坦克小白队 32 只。

四、实验湾液

(一)分别用航?左右1氢氧化饷加入灭凶严，~ 1"m 水

中，混合后制成 pH1~pIIl ~ (l:J ì杏液。

(二)用氧化纳加入无离子水中p 罚r， :;;lJ 成 0.1%

至 10% (0.1、 0. 3 、 0.6 、 0.9 、 1~10% 'ìi" 14 科市 i{( ) 

浓度的盐水。

〈三〉人血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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