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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帝研究激光对导弹弹头材料的作用

美帝正制造具有较好保护设施的弹头以对付改进了的高能防御设施。美帝空军特种武器

实验室己安装一台 800 瓦连续波 CO2 激光器，以研究铝与多种其他材料的高能辐射效应。

空军官员不承认此种激光试验的目的是测量弹头材料的抗辐射性能。官方说，这一研究

由于受到不在大气层进行核试验条约的限制，空军将对核负载与高能效应防护极好的导

弹头改在地下进行。空军已转向模拟核能，以彻底研究核武器的进攻与防御问题。

在其他的模拟装置中 ， 800 瓦的 CO2 激光器可以聚焦，将其极高的能量集中于针孔大小

的光束中。据工业界的推测，此种激光器可能作为一种反导弹研究的装置。

据接近远景研究计划局的消息说，该局的一支特种任务部队在一年以前，对把激光器用

作反导弹武器还不乐观。那时候 Cρ久装呈阳~l1_量在予还f归三高4

该室研究者将高强度激光袤笙圭垣至其且表透露的材料上，研究材料塑何获得热能，各

种材档如何传导能量，在与材料的相互作'Æ中，能量-~第多少。光束的强度可用反射镜改

变。对不同的材料进行各种强度水平的研究，以得出各种材料的临界能量水平。

CO2 激光器长 44 叹，封闭在水套中。用分束器取出激光束的 10% ，以侧量输出能量。

其余的激光能量通一个氯化纳窗进入特殊试验室，并聚焦于材料样品上。

该室还使用脉冲 Q 开关红宝石激光器， μ厅主 10 毫散步、 190)飞瓦明脉冲。该室还将

把脉冲激光器与 CO2 连续装置进行比较。

摘译自 Electronic Ne酬， 1966 , 11 ，随 578 ， 8 

全光照相术帮助识别洲际弹道导弹弹头

可用激光技术区分进袭弹道导弹弹头与假目标。此种技术在通过畸变介质观察时，可产

生目标的良好图像。如在远距离上也获得成功，则会大大改进反弹道导弹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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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光学协会 1966 年会议上，古德曼 (J. Goodman)提出此种成像法可能性的支持证

据。担坦吏更主主尾黠织呈感失点。但它在区别弹头与假目标上的重要性则是显而易见
的。

由古德曼领导的小组研究

问委员会激光小组提出，由国家科学院举办。由空军系统司令部提供经费。有 24 个人研究

四个星期。

开展这一研究的原因是因为大气中的紊流使望远镜成像质量大为降低。由于成像变质，

一台具有 0.1 秒弧度光学分辨力的 48 时望远镜在通过大气观察时，不能获得小于几十秒弧

度的分辨力。

因此，记录卫星图片的望远镜成像系统便不太成功。用肉眼直接观察还比通过望远镜拍

摄的照片清楚得多。

此一研究与增强反差无关，而是进行一种与大气作用相反的过程。大体说来，改善成像

质量有两种技术 z 被动的和主动的。

⑩技术是改进胶片上已变坏的图像。会议的主要结论之一是拟将被动图像数字处理方
案用于只有少数分辨点的小像上。

@技术则是对目标或大气进行某些工作而获得较好的图象。例如，点做绽放呈'

担主匹d旦出足足应蛇应主主主茧览ζ翌年足结盟主旦旦鱼里
量。

使用了波前重现的激光技术用来产生真实的像。从物体与参考光束来的相干光束在照相

底片上产生相干花样。全光图片显影后，以透镜系统将参考光束通过底片，就可以重现物体

的三维图像。

以这种方法产生导弹负载或卫星全光固的问题是使参考光源接近目标。如35革主主笠

:凹L皑咙主主剧巴主掣吱主旦旦里生J也旦查查县里坐金兰兰主。参考激光器
可以放在地面，其反射波则会与物体本身的反射波结合，形成全光图。

如果主全纪旦豆豆二茧主豆具埠乓盒贾~也可以同样的方式成像。这一点己在斯坦
福大学得到证明。利用弹头处的镜面反射，产生了一个 0 .45 时口径子弹的全光图。全光图

重现像的照片表明图片中有大量的粒状物，但却很易于分辨。利用此种方法可以获得良好的

图像。

当检茧主组使主照像底板间插入具有像差且伞里些空旦旦L蓝屋里巴垒主邀光束与来自
组坐巴主豆旦且军基企垦ι盛盒里量组是。事实上，当具有像差的介质靠近记录底片，而远
离物体时，再现像并无像差。观察卫星或导弹负载时也如此，因为大气的像差效应来自接近

地球表面的大气层。

在这样的条件下取得优良成像质量的可能性己为斯坦福大学通过毛玻璃拍摄的全光图证

实。此法可获得清晰的图像。而用一般的摄影法所拍的照片则根本无法辨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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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使用通常的望远镜摄影法，则当像差介质接近物体时，可获得良好的分辨力。因而

宇宙飞行员拍摄地面的照片，比从地面拍摄空中的好得多。)

目标运动对任何成像系统都是问题。研究表明，如果使用 200 毫秒的曝光时间，飞船在

空中的线性运动便不致严重影响像的质量变坏。然而，欲拍摄每秒几弧度的旋转运动则必须

使用 20 毫微秒的 Q 开关激光脉冲。

使用此类短脉冲时，须用大收集孔径，使系统有足够的灵敏度。幸好收集装置的光学特

性不必十分完善。例如，可以使用大型抛物面反射镜，其反射面只消用金属锚即可。箱上的

不规则性，由于接近检测器，与大气中的不规则性极为类似，成像过程可忽略不计。

检测元件可用胶片，也可以用光学数据处理系统。后者可以增加准确度。由于此种系统

一般用来拍摄 20 秒以下的物体，因而在电光检测器中分辨单元的数目可限制在 340 x 340 的

列阵内。此种检测元件列阵，目前的电子技术就能作到。

使用现有的计算机，大约十分钟就能获得这种列阵的傅里叶变换。可以调整程序，以改

正传感器列阵上的灵敏度变化。

类似此类系统所需的激光能量为 2~20 焦耳，得出的信噪比约为 10。波前重现所产生

的有噪声的高分辨像可以某种方式与望远镜产生的噪声低而有像差的像结合，以产生有用的

信息。

将波前再现技术用于长距离的打算是最近才有的。在 200 哩左右的距离上全光照相术是

否有效，仍然有待证实。但在斯坦福大学，已着手证明其可能性。己在 120 叹远的距离上产

生全光图。这一距离是该室现有房间的最大长度。同时，正将射频全景照相术用于 240 ，000

哩的距离上，以测绘两维的月球表面图。

译自 Pay R. , Tech. Week , 1966 , 19, N2 19 , 33~34 

用激光观察脉动模型中的应力

在光弹性实验室中，正以激光光束代替柔弧光源，这使得研究者能首次观察到处于动负

载之下的固体材料中的应力。直到现在，三维动力光弹性研究一直受到阻碍，其原因在于缺

乏一种足够短、足够频繁、足够强的光脉冲来满足光弹性特性的要求。

在新的激光技术中，动负载之下的透明塑料模型是用激光束来精查的。在这样的光束

中，波的振动主要在一个方向上(它们是偏振的) ，并且，它们实质上是单一的颜色或单一波

长。

同使用任何光束时一样，当激光通过塑料时，就发生散射，使得从侧面能够见到光束。

如果模型没有受到应力，则仅仅观察到一个平面光束，如果模型受到应力，在光束中将发生

干涉，这种干涉按照应力的相对大小，呈现为带或者条纹。

在美帝，至少有三个研究者报导使用了这种技术。他们是伊利诺斯理工学院研究所的丹

尼尔(1. M. Daniel) 伊利诺斯大学的泰勒 (C. E. Taylor) 和波音科学研究实验室的陈(Y. F. 

Cheng) 。这三个人都主张使用这种所谓的三维光弹性散射方法，但须以激光器代替求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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