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限孔径接收时激光束的空间相关及分集接收技术.

唐海吴健冯志超
(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应用物理所)

当采用有限孔径接收时，在实用距离上接收光斑的范围内p 总是存在接收光功率起伏不相

关的子域， 从而证明了光分集接收技术改善接收信号的可行性。我们在 2.9km 的距离上3 作

了分集接收实地试验。所试验的激光波长为 10.6μm002 激光，接收端配置了二台 cþ200mm

的卡塞格仑望远镜p 它们的焦点上分别配置了一个热电探测器检测光信号，输出的电信号经放

大后进行等增益合并。合并前后的信号都用 PDP-ll/24 计算机进行数据处理。在处理的

102 组数据中2 有 89 组的合并后归一化功率起伏方差低于合并前任一路，有 8 组的合并后信

号起伏低于合并前某一路起伏;仅有 5 组没有明显的改善。 (095)

激光测距中的折射率分布模型

宋正方 ' 丁强
(中国科学院安徽尤机所)

在对空中目标测距时由于大气折射而使测程加长，因而需要进行大气折射修正。修正的

方法是依据实测资料或一定的模型进行计算。这里提出了一种 r 分布模型z
N ==N.h-o.oo~ e-l.lIIiXlO-<ll (10-6) 俨 (1)

式中 N 和 N. 分别为高度为 h 处和地面上的折射率模数(10-6) ， h 以米计。

由此可得到距离修正量 JL 的计算公式:

JL=2.378 ∞88COo')'(0.999， l.25x10-'h) (m) (2) 

式中 γ怡， b)为不完全伽马函数。计算结果表明， T 分布模型与"模式大气"配合得很好，相对

误差不超过 2% (096) 。

表面等离子激元波 (SP，v) 表面法向迅衰特性的研究

陈湛郑家镖王文澄幸志鸣
(复旦大学物理系〉

介绍一种简便的实验方法，首次利用 SPW 激励时二次谐波 (srrG) 的增强效应，验证了

SPW 的法向迅衰特性。实验结果与理论分析完全一致。实验工作献是在 Kre也ohmannATR

·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资助课题.

.547. 



结构中测量吸附有花生酸单分子层样品的反射 SHG 信号3 对比吸附有一层和二层单分子层样

品的 SEG 信号的变化，~可以确证 52W的法向迅衰特性。 ， 109D -7飞
e 飞，

强激光束在均匀光学材料中的空间分裂
所引起的周期性破坏

, 川币 , ~. 

曹渭楼 邓锡铭
(中国科学院上海尤机所)

在早期的六路激光等离子实验装置中，我们观察到在末级a棒状放大器中的强激光束的空

间分裂现象，并在放大棒的端面附近产生周期性破坏。我们用局部自聚焦的扰动理论对这一

现象进行了解释，并测得铁玻璃的非线性折射系数句。

根据上面的研究工作3 我们设计了一种空间滤波系统p 选择了合适的物理参数3 在末级放

大器前滤除了强激光束的高频空间调制，克服了末级放大器的破坏问题。 (098)

激光测距中光程的随机起伏

宋正方 冯岳忠
~'(中国科学院安徽尤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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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探讨了端流对激光测距精度的影响。 -证明了在反射式光路上端流导致的光程起伏存

在放大效应。计算结果表明3 在强端流条件下2 端流引起的光程起伏值在几公里水平路径上大

致为数毫米，亦即可以引起 10-6 左右的相对偏差。对于斜程测距p 揣流的影响要小得多j基本

上可以忽略不计。理论公式还表明3 如果采用短波长激光为测距光源p 准直后由大口径发射，

选用犬口径角反射器为合作目标，利用大口径接收反射信号j 对揣流引起的测距误差将能减

小。 (099)

辐射幽禁效应

王润a 文 叶超

(中国科学院上海尤机所)

从确定光子的自由程着手3 把荧光介质透过厚度用光子自由程来分级2 为简化问题p 把光

通过每一片层认为只存在单次的吸收与自发辐射过程，多次过程是通过多个片层的结果。 ，以

二能级原子系统的动力学过程研究了单次过程及多次过程，给出了光透过介质后荧光辐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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