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00 个 i 时的熔石英板的"立方体角"组成的列阵系统，对于这种系统，不论原来光束方向如

何，总有一部分光束返回到原光源处。这正如一个观察者朝一个立方体角看时，不管他怎样

改变位置，都能看到他自己的眼球。

这种系统的缺点是各个单元起着一个列阵天线的作用，因而在反射光束中引起"闪烁"效

应。在脉冲实验中，这种效应使地面接收到的讯号强度出现宽阔的分布，其分布取决于"闪

烁"的亮点还是暗点被反射回地面。在激光测距工作中，由于这种效应的存在，而使从其他

影响中分离出大气效应大大地复杂化。

在戈达德，目前解决此问题的途径是以一个 10 平方时的大立方体角代替一组小立方体

角。这样可望解决闪烁问题。有些团体现在正在装配这样的大熔石英系统，并从 事 使它坚

固，足以忍受轨道环境和疾风摧残的技术工作。

科学工作者希望在 1966 年冬天作出一个重要的进展，从轨道运行的卫星上反射回一个连

续激光束。氧离子激光器可能是首要的能源。

从卫星上反射回连续光束比脉冲光束困难得多。原因之一是稳定的连续激光大大地弱于

脉冲激光。

弱脉冲要求地面有更灵敏的装置接收其回波。比如，工作在很有希望的 10 微米红外区

的二氧化碳激光，在接收望远镜中需要一种光导材料来把光讯号转换为可用的信息。

对于两路信息系统来说，最终目标是得到空间飞船上用的激光，并用它自动地眼踪地球

上的接收站。

当第一批人登上月球的时候，他们的初步工作之一很可能是打开激光反射器并使它对着

地球。他们也可能在附近装设一个主动发射的激光器。所作的实验将给科学工作者提供月球

绕地球运行轨道第一张详细的图片。

译自 Product Engng, 1966 ， 好， :N2 23 , 34-35 

用激光控制射频波束的方向

定相列阵天线由许多(可达数千)按其方向图排列的单偶极子天线组成。在这种天线中，

供给任一个单元的射频信号在相位上都不同于供给其他单元的信号，而这种相位差可加以适

当调整，以便辐射出一个精确的、可偏转的(锥形)波束。用电子学方法产生这种信号要求非

常复杂的设备。这个任务(至少在理论上)可以用一台激光器和有关的光一声器件来更为简单

地实现。 ι

在英帝伯明翰大学的库躏 (D. C. Cooper) 和塞德(R. A. K. Said) 提出的这种新型系统

中，激光束(见图)通过一个声调制盒，另外还有两束声波也通过这个调制盒。声波改变着水

的折射系数，因此使激光束受到相位调制。这种被调光束的远场花样是一组排列成矩形列阵

的斑点。用隔屏可以选取这些斑点中的某一个。这一斑点的位置，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隔屏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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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到检测器尹l阵上的激光束构成信号 ， 送到定相列阵天线。 此种信号校正了天线诸

元的位相差 ， 给出精确的 、可控制的射频被束。

面光束的传播方向，可用改变声频的方法来实现在两个方向上的扫描。

光束被准直为平行的，并投射到光检测器列阵上 一每一个光检测器对应于最终的射频

列阵中的一个单元。落在每一检测器上的光相位相应于等价天线单元的相位，但是，为了分

离出这个相位信息，检测器列阵必须被一个固定相位的参考光束照射。在该大学的系统中，

它是沿系统光轴发射的固定斑点。先检测器列阵输出信号的频率等于两个声频之和，信号的

相位也可以改变，以使用独立地调整声频的方法来偏转天线。

如果一个 100 x 100 光检测器的列阵被用来供应一个 100 x 100 单元的(彼此相距半波长

的)射频列阵，那么波束可以在垂直和水平两个方向上的 40。 扇形中被偏转。

译自 New Scientist, 1966 , 32, No.525 , 626 

以单晶贮存数量庞大的图像

以单晶贮存图像，是生理电子学的一个新发展。在理论上，可用一块方糖大小的晶体贮

存一部长长的电影。

此种设备称为"多像贮存装置"，用氮一氛气体激光器， 以漂白的方式将图像印到紫色的

澳化何晶体上，稍稍转动晶体的角度，又可以记录另一张图像。逐渐改变晶体的角度，可使

晶体贮存几十万条摄影信息。

美帝空军系统部航空电子学实验室的科学工作者制造这种装置的目的，在于模仿自然界

的高密度存贮量。典型的就是人脑，其中包含大约 100 亿个神经细胞。

目前，去掉显微镜(已聚焦于晶体上)的目镜，可将贮存于晶体中的 35 毫米幻灯片图像

粗略地显示于投影屏上。为了模拟电影，可逐步转动晶体，使幻灯图像依次"恢复飞

未来的应用系利用此种装置的两大优点z 尺寸小和贮存量大。此种装置的另一长处为具

有光速读出的可能。因为其信息系以平行方式，而不是象计算机那样按顺序贮存的。

译自 lndustr. Res. , 1967 ， 随1，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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