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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毫流的地方。大气也芒生国法; 就象有紊

流的地方一样。例如大气中无紊流的尘埃层

就会出现这一现象。看看数据， 在邀共且这 摘译自 Microwaves， 1967 (Aug. )6 , M 8, 17 

全自动激光测云计

一种测量地面与云层间的距离并提供云

层的厚度和结构情况的全自动激光装置，本

月已由瑞典阿耳马纳·斯文斯卡 (Allmana

Svenska) 电气公司交付与瑞典皇家航空局。

该装置己在该公司实验室屋顶上试验了

两个月。挡坦旦旦哩扳回豆豆民是精

明暗主PI言厚非飞 汪古旦她丛霆茧的
层或更多云尾反射回来的脉冲。

该公司在大力研究和发展军事和航空一

空间激光工作，但它并不透露这方面的事

情。斯文斯卡 (Svenska) 飞机公司的 Viggen

37 型喷气式军用飞机样机的投弹和火箭发
、....--‘4户咽-响，、唱萨、呻‘~‘『咱句句-

驻立复如越芷主激远二四距{息。 两家公司均对

此保密。

译自 Electron . News , 1967 (Aug. 28) , 12，随6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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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经纬仪与干涉仪出售

美帝体斯飞机公司与丘非耳与埃塞

(Keuffel & Esser) 公司将合伙制造一系列经
纬仪与干涉仪直尺，供准直和检验光学设备

之用。休斯电子动力学部将供给后者以 He

Ne 连续波激光器与其它必需的电子设 备。

后者则提供成套系统，并经理出售。

用于准直与经纬仪装置的激光器装在筒

内，可很快取出使用或放回。其输出为亚毫

瓦级。

译自 Microwaves ， 1967 (Apr.) , 6，随 4， 6 

以激光修正大型轨道运行望远镜镜面

美帝国家航空与宇宙航行局己开始求助

于激光技术，以保证大型轨道运行望远镜系

统的可能性与未来的精度。 握盐擎举一起撞盎

挠且在拯迦l 骂骂电建呆呆费JU且互4主正自j是

差L姐姐黯、要二嫂~J才旦旦P
状。
~~ 

轨道运行天文台、轨道运行载人 望 远

镜、轨道运行载入研究实验室、阿波罗望远

镜架与月球观测站都需要仅受衍射限制的大

孔径反射望远镜。

据该局哥达德宇宙飞行中心的普洛特金

(H , H. Plotkin) 说，在飞船运载的望远镜(有

的直径达 10 叹〉中，其扫描系统将使用氮一氛

激光器。

他解释说"由于在宇宙空间不存在大气

使反射镜变坏的效应，故其光学性能仅受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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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镜的直径、反射镜面接近其真实理论形状

的准确度、探测器保持在焦面上的程度及系

统内元件稳定度的限制。"

"我们的目标是使一台 3 米直径的天文

望远镜绕轨道运行。此种光学系统需要一个

120 时直径的反射镜，其表面对真正抛物面

的误差必须在 0. 5 微时以内。其对目标(星

体)的瞄准轴必须在 0.01 秒弧度以内。"

这些要求是很苛刻的，因为宇宙飞船与

望远镜还必须对过ê}平、县元主立军阁的豆豆

放ι勤援民主阻思乱却豆豆尘的
动态摄动-一宇宙飞行员还可能在飞船周围

缓慢游动。

由于有这么多问题，该局就不知道怎样

才能发射一台稳固的、完美的 3 米望远镜，

以便在围绕轨道运行的长期工作中满足这些

严格的要求。

但可作些比 3 米系统所需的反射镜小

的、仅受衍射限制的反射镜。这种场合就可

以使用激光器。

该局希望将七面小型六边形反射镜组成

所需的大半径反射面。然乓兑氮-是激发苍

fE传感器，以便自动诊断反射镜表面距完美
~飞--这~五飞--‘白~、、~-咽，、~崎--‘…d阉-向…~ -、咽--飞 -

形状的误差。以激光系统制导的伺服装置将

逐步少量地校准反射镜的各个部分，使之恢

复所要求的形状，把衍射减至最小。

如果反射锤、资有什么 I~题y 飞从曲率中心

射至反射镜各部分的光束将以相同住相返回

原处。如果哪一部分形状有变化，传感器将

监控干涉条纹。船载分析器将推动伺服装
......---.----.....、---、、~飞-町一

罩」直要L建堂里塑且受tt茧f毛主L牛'一使枣射
镜恢复原状。

咱肯·埃耳默公司己基于这一原理，为

哥达德飞行中心制造出一面由三块镜片组成

的 18 时反射镜，并在预期的许多空间条件

下进行试验。

译自 l'vbáo四aves， 1967 (July) , 6, N! 7, A5 

以激光烧孔法贮存大量数字数据信息

美帝通用精密公司的贝克尔 (c. H. 

Becker) 等，经五年的基本研制， 已发明出

一种大量贮存数字数据的新方法。其贮存密

自布 645 ，000 ， 000 锺 I Jtt 2
~一串4一"-'--。

此法系以激光在透明聚合物带上特别涂

镀的一层不透明薄膜上烧孔。就象在纸上打

孔一样，有孔或无孔，代表逻辑上的" 1 "或

"0 "笔。其差别在于激光打孔尺寸极小每

个仅为 1 微米。

此法比之现有的数据贮存法，其优点

为 2

1.容量大一-645 ，000 ，000 笔/时2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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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度为目前已知的最高贮存能力。一卷 730

米长的标准记录带的数据贮存容量相当于

籽，500 卷现代的磁性记录带;

2 县里呈一表演已表明，其记录速

度可达、12 ，000 ，000 笔/秩，

3. 性能好一一以穿孔的形式记录数

据，擦不掉，也不会消失F

4. J槽里直一一记录时可目眩茧髦，这
就为贮存系统的设计者所追求的最终目的提

供了"边写边读"的能力。当输入与输出失配

时，有铃声自动报警。

译自 Industr. Res. ,. 1967 (Jan.) , 9，油 1 ，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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