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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报导

日本对 GaAs二极管传送电确的研究

在 GaAs 二极管上通以正向电流， flP能产生，红外精(奔相干光，其波长为 0.84 微米-

5.2微米)。用它可以傅迭声音和电洞。

继美国.省理工学院林肯实瞌室之

后，在日本的苦多单位对此进行了研

究。其中有劳、尼(y .:::，-在62年末作了相

距7米的傅迭实瞰)东芝、日本电气研究

所和静同大学等。

静间大学的山本达夫民对此作了政

深λ的研究。利用图 1 的傅迭系就，在

夜罔 500 米利用平面缉回折的电调通凯

中，收到的声音的虱噪此可达 20 升具 。

而在 100 米距离上，成功地获得了图象

傅迭。

孜虑到二极管宦摇撞λ在随氧中

时，由于后者的吸收且及通过杜克瓶的

飞

、
唱佬，

之身
尤

走意f

夜1格执
双层提壳时的反射及透过提耗等使效率

降低，故将二极管直接暴露于应气中(图 2)。在二极管表面盘→层 SiO (Silicone monoxid) 

图 1 电顽传远的实践装宣

使其效牵改善了 30 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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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改庭后的发射装置

对于用杠外接傅迭声音和电洞的可能性及现实性问题，山本达

的，但由于在地面傅迭时存在着提耗(大气中的吸收与散射)和干扰

(地面上一切奔施对零度的物休所幅射的虹外接 3 大气中的微粒和

水滴等在杠外接照射下能再究射出杠外烧一一二我辐射源s 太阳、

月亮、星星等所射出的杠外接);要用作通凯是困难的。如希望得

到一个稳定的虹外通虱系就，则可象毫米波那样，以管子代替波导，

让虹外藏在其中通过。

在这些管子中，应充以吸收和散射尽可能少的的气休，威者将其抽束。与毫米波傅迭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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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其方便之处在于:对管子，我伺仅要求它的丰侄此虹外波长大得多即可，而由于不需要

按一定的模式傅擂，故不要求其严格的尺寸。但另一方面，附加的傅莲波以前频方式戴子缸

外路上时，会导致本届噪声的增强，故更为积极的方法是利用大电流，让 GaAs 发出相干光，

韭以大功率服J中的形式来傅迭凯息，这样，即使在相当长的距离上也无需注意傅播提耗，故

对声音及电)f~以服冲揭晦预制方式傅，迭的可能性应予以足钩的重洞。因而在这里，我俩可且

用其它的气休，固休或坡休光激射器代之、或者制备出相应予大气窗(吸收步的)波栓的另一

些光激射器物质，而无需拘泥子 GaAs 二极管本身。

在目前，利用 GaAs 相干光的傅象实撒向未成功。

摘自《电子技术>>1964 年 8 月 Vo1. 6 ， N! 8 "Ga. AS !;l'疗方 -.;l" 在?

用 v'l二步 ν 旷"傅送" (山本达夫)及《电子工业>> 1964 年 6 月

Vo1. 13 ， N27 中有关泊、息。

(屠世谷报导)

将阳光泵浦的光激射器应用于卫星或宇宙飞船‘

言亥装置的主要元件为-f~固值的缸鲍拓榴石(垒名 Yttrium aluminum garnet )光激

射器棒，一个强的太阳光聚光器，和一个破态除却透盖章。飞行用的光激射器的总重量不超过

20 磅 。

利用聚光器发出的反射能，在 300 0K 已产生 25 毫克连横波输出。

使用的聚光器直侄为 30 日寸。光激射器国值只要聚光器的一宇面积就足钩了。

缸盖自拓榴石棒为惨缺的， 输出为 1. 06 微米。 坡态透缉形式的充水鼓璃瓶放在 2 时茸的

棒上，可反射太阳能，其效果有如冶却，他俩在搜休止水更适宜应用于在宇宙。

摘自 Electronic News Vo l. 9，炖 449 (1964) , p.59 

(胡静芬报导)

用光激射器探测卫星距离

某无烧电研究站提出了一个用光激射器光束确定卫星距离的武脑前划，希望祖)J距精度超

过其它任何方法， 误差在 15 米以内。

站上有一个 60 时应{里的探照灯反射缉，用于傅迭激射光，韭接收从在有特殊反射盖章的

卫星上来的激射光。光激射器装在反射辈革的中央。用望远缉粗略地察看卫星后，在恰当时~Ij，

光激射器肉光，强光束 (4 兆克)将打在卫星上。肉光时阳只有 400 分之一秒。在 1000 公里

的范国内，这一光束的宦徨构为 0.1 朵里，因此 1000 公里以内的卫星能方便地拥l距.

摘自 Journal of Scientific & Industrial Research , Vol. 23 , N2 7 (1964) , p.307 

(胡静芬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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