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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卫星在望远镜中成一斑点时，装在天交望远镜上的光激射器将发出肉光，同时是希望它反

射回到j原发射地。

光激射器本身是一个 15 厘米长的人遣缸宝石棒，从安装得和棒弈常平行的充氨加电管得

到能量聚集而变强。棒的二端磨得象反射缉。缸灯出射的栋光激发杠宝石中的路原子而发射

虹光。

这种杠光反射回棒内，互大的射精打中其他被激鳝原子，同时激发它恫抬出更多的虹射

辑，他俩是圣部同位相的以及同时平行地在棒内来回反射。

在百万升之一秒内，电路反债便强有力的光束从棒的一端射出。这时光束是同位相的或

相干的，这种受激光束在没扩散( 与同样的一般光相比)且前到达丁目标。

8-66 卫星的主要目的在苛划中是用作测量电离层的外形和精构，由科学家俐在不同太阳

动态的条件、 季节下，每天来描边它的作用。

电离层是地球上京覆盖着肉眼且不到的带电质点的薄层或为反射缉，它反射无接电波，是

无钱电通虱和导弹导航的核心， 8-66 飞行路程，将在电离层范圄内沿园形极稳航道飞行。

言莘自 8cience News Letter, Vol. 8 , N~o 1 (1964) p. 3 

(李逸辜嚣，沃新能梗)

以激射光跟跪导弹和宇宙飞船

假如武输不断地有好的精果，将用高强度和只有一个频率的激射光跟纵从卡勒雄拉耳角

发射的导弹和宇宙飞船。

当飞行时，用咱肯一一埃耳默(Perkin-Elmer)公司称为 OPDAR(来掘子 Optical Dire

ction and Ranging，原意为光学定位测距仪)的装置可直接抬出关于导弹位置、速度加和速度

的数据。

OPDAR 的主要元件是一个连槽波气休光激射器。它发出一个很窄，而且高度定向的光

束。光束射到架在导弹第一极上的反射锺上，而反射光则由 OPDAR 的接收系。杭收集。

由发射与接收信号之阔的位相差可定出导弹的距离。

言事自 8cience News Letter Vol. 85, N 18, (1964) p. 281. 
(胡静芬，李渔率极)

光激射器能测量大陆迁移晦

根据粗构候尼格(Honig)实瑜室的候尼格(w. Honig)的看浊，氮-氛连精波气休光激射

器性能的改进，使得有可能用它例精确地测量理今的大陆迁移和地壳运动(Proc. IEEE, Vol. 

52, N~4 ， (1964) p. 4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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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关于大陆迁移的估奇，认为平均迁移注度为每年2.5至 5 厘米。有关的理瑞认为，这

种迁移起因子地壳内部均援慢的对流，它刑;由构造蠕F如大西洋山服)流出地球表面。用光激

射器测量:迁于多的适宜地点应该在如象宣布罗陀海峡或亚丁海峡之类的地方，因为在那些地点，

横队在海峡二旁的是大而清晰的陆地，假定这种大陆具有的这种本性与测定的精果相当接近。

将→台光激射器安置在一个陆地 L 探ZllJJ器安置在另一陆地上，如果两陆地有任何的相

对迁移，接收到的频率便有多普勒移动发生。然而，按这种偏局进行实输时，频率移动支小，

因此候尼格是费将光激射器和探测器置于同…陆地上。光激射器的输出光束射王正在增宽

(或变窄)的海峡的另一边的反射路上，旗反射锺将光束反射到与光激射器处在同一陆地的另

一反射锺七。光束将沿这种路程，多夫横贯两陆地之阔的海峡。最后与宦接获得的第一部份

光激射器输出"海合"而多普勒踊牵移动可由直接光束和反射光束的差得到。

假定没有提矢，韭且两反射表面相隔的 16 朵里，则在光束发生干防卫王前，能发生近 50)

我的的往返，这样{更有希望得到的每千多、两周的多普勒移动。但这种考虑是不行的，因为现有

的连精波光激射器的功率和I稳定性远不能满

足这种不平凡的实瑜的要求。但候厄格挠，就

瑰有的光激射器而揄，能多句作足纳多我数的

往返以产生→个每秒 1/10 周的多普勒移动。

虽然有很多不利于族实曦的因数，但他认为

总叮以设法加以克服罗业且这种方浊最将会

赶明它在湖量地壳运动中的价值。

言辜 自 New 8cientist Vol. 23, N2398 , (1964) p. 44 , 

(颜粗细嚣，李逸率极)

光激射器新用途:分析液体

光激射器，这种能产生强而捕的光束的装置，有其新的科学应用:办析旋休。

只尔电舌头司波多 (8. P. 8. Porto)博士在辑的的报告中挠，光激射器不仅能用于踵定化

学物质的种类，而且能确定其份量。

他前，光激射器能用于区别苯和甲苯，这是很难以化学方法完成的。

当激射光束通过旋休时，虽仅一种频率进λ其中，但却有几种频率(或颜色)浮现出来，

出现的颜色的数目和种类随不同的化学物质而改变。

波多博士在由祀的科学协会召开的有关光激射器的会费上就"大开子能产生很多颜

色，而小丹子只能产生极少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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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自 8cience News Letter, Vol. 85 , N2 20 (1964) , p.313 

(颜韶知嚣，胡静芬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