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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帝政府的激光投资

编者按:本文全面而集中地反映了美帝官方在激尤领域内的研制现况与动向，对我们了

解敌情可能有所帮助，特此译载，以供参考。

本文又是一篇生动的反面教材。请看美帝费了那么多力气来搞激尤研究，其目的只有一

个，那就是想和H主史多的技术装备，为侵略战争服务。他们夭夭都在磨刀，我们应当时刻牢

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 z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本文不但暴露了美帝侵咯成性的罪恶本质，也招供出他们在侵越战争中的狼狈处境。 他

们竟然妄困依靠加速发展激尤技术，搞出点新东西来为一等莫展的少爷兵们才T 气壮胆。既然

无数现代化装备都改变不了他们一再的失败局面，再添几件激尤装直又焉能挽救他们必然灭

亡的命运。

虽然商业和科学应用不断发展，但美帝

政府仍然是激光和激光研究的最大主顾。分

析从 1963 年 1 月 1 日至 1966 年 4 月 30 日

这段时期内发表的政府合同，揭示了这种投

资的规模及未来的发展。那段时期，政府机

构在激光发展方面花了近 4，600 万美元。

1965 财政年度用去 2 ，000 多万。

国防部(包括远景研究计划局)用去经费

的 90%，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用去所余的

10% 。

国防部拥有 38 个独立实验室及(或)合

同中心在激光界颁发合同，而国家航空和宇

宙航行局则有 8 个中心颁发。

从 1963 年 1 月 1 日至 1966 年 4 月 30

日，上述 46 个单位中仅 9 个花费了 100 万

美元或更多，它们是:

机构
研究和技术分部(空军)

导弹司令部(陆军)

电子学司令部(陆军)

罗姆航空发展中心 (空军)

海军研究局

科学研究局 (空军)

金额(美元) 合同数
9,948 ,702 107 

5,819 ,189 52 

5,372,281 50 

4 ,791 ,862 41 

4 ,022 ,249 60 

2,047 ,501 22 

剑桥研究实验室 (空军 2，039 ， 318 35 

海军武器局 1,671 ,885 17 

马歇耳宇宙飞行中心(国

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 1 ，615 ，053 24 

在上述 40 个月中， 有 103 个机构接受

了合同，其中学术性或非牟利机构 20 个，主

要的工业合同户 83 家。依据金额多少，主要

的 15 家合同户是:

合同户

联合碳化物公司

美国无线电公司

休斯飞机公司

西屋电气公司

通用电气公司

技术研究集团(控制数

据公司)

雷瑟恩 公司

泽罗克斯公司( 电-光)

麻省理工学院

北美航空公司

泊肯-埃耳默公司

通用电话和电子学公司

(西耳伐尼亚)

美国光学公司

斯佩里『兰德公司

.国防商业机械公司

金额(40个月 ， 美元)
3,454,239 

2,798,951 

2,479,694 

2,430,034 

2,083 ,535 

1,674,321 

1,671 ,732 

1,578 ,697 

1,559,492 

1,469,625 

1,329,747 

1,303,240 

1,252,485 

1,216 ,810 

1,000,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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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 年以后的激光经费预算以及这十

财政年度

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
局的研究

国防部 (包括远景研究

计划局)的研究发展

试验和评价总数

0 .4 1. 0 

年中后几年的预算(以百万美元计)为 z

1. 4 2.0 2.2 

称领到但未用去，到 1967 财政年度继续有效的经费.

五个研究方面 z

国防部的激光研究计划分为五个方面z

1.激光基础研究 2. 激光器件研究F

3. 激光材料研究 4. 激光应用研究F

资史和投资计划列于图 1。需指出，内部研

究投资的百分比开始很高，但随后不断减

少。

5. 其他各种激光研究。在这些研究中，仅

相当于经费 19%的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

激光活动，已任意划入国防部的各研究课题

中。国防部激光研究与发展在该五方面的投

将图 1 中的总金额加上试产投资，就可

以估计政府激光投资总值在 1967 年为 3 ，000

万美元， 1968 年为 3 ， 500 万，七十年代初将

为 7， 500 万。这些数字不包括由于加速在越

南的激光应用而追加的投资。

'∞万(M元}

基础 量置 材料 应用 预算

3问2 嗣融怨E 飞牵类

工业界经费 -~ti- 二丁二…二]相

基础 | 擎罩 材料 1 应用 除刽预算

19U嗣量每E

工业界经费 了二…二二二-~~---二二二:丁二~]饵 iò、

击

基础 量置 材科 应用 |杂刽 预算
监刑
棉

"刷刷酣像座

工业界经费 」二:二二二二工二'一'飞iii-二丁二二二二:三-二~~J 份起

基础 最置 l 材料 应用 牵类预算

1965 财政筝'

工业界经费 [二二二玉，Îìls- -二二二二:丁二3份配

基础 革置 |材斟 | 应用 l 牵类 l 预算
1蝇。财政坐在自

工业界经圃 !二二~{>!.~句一二.二:仁二二三:王豆:二二三:工]分配

基础 矗置 |材料 | 应用 |串费 |预算·

二二二三亘在垣歪扭3二二二丁丁二二二二二三仁;二二f玉王二~-.J分配
z7z 位 tl 1967 财政辛庄

f--基础 量置 l 材料 | 应用 !翻费 |预算·

3帽'财政年度 , 
'î.jf更雪<it雪亮Z二二二二二;二-T二I'l.豆二~~]分配 , 

----' 
·不包括"饨先满足越南任务"计划的是费和试产量费

图 1 1962~1968 财政年度美帝国防部的激光研究预算.图中的数字不包括远景研究计划局的经费

(每年约 250 万)， 因为这些不能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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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到4当主主E庵，兽一爬的激光投资仍将

垣王班室主直p 而且其中绝大部分是用于研

究发展试验和估价方面，而不用于试产项

目。到1经旦且这种情况才能改变，那时应

有四个或且个以上的军用装置计划列入试

足。

准备纳入国防部试产项目这一经费预算

的第一种激光明装置时刻35班主
j炖峙E饨 陆军的弗兰克福兵工厂从 1960
年即开始试制 。

虽然在 1966 财政年度陆军原本提出

310 万美元的预算供 XM-23 试产的需要，但

这笔资金并未动用，而且该系统仍划归研究

发展试验和估价这一类。这些经费己拨入

旦旦7 魁些电)!卫盟主再加上追加的 240 万，

1964 1965 

内部

实验室模型野外试验内部

二---r
评价内部
-γ-1 

系统设计|

寸一-，
撞击光 1.效率实验

内部

内部

内部

1966 1967 

一…-r

EF 
平: 斗部 rî 

因之用于系统的初始生主墅里整豆豆旦互差

元。旦旦出但l.~且这虫且随服迦
~Q-万)乱主2Çl史及。 1966 年底，陆军为生

产 XM-23 发出工业投标的请求，正在结束

试制阶段。该系统的六年发展过程示于

图 2。

该图也指示了内部研究的规模。

将 XM-23 的历史用于其他系统，我们

就可以设想其他两种系统在 1968 试产周 期

中的情况。它们是 z

ANjUVS斗。 即贝耳航空系统公司正为

陆军试制的可见空携目标定位系统。一开始

准备用非激光工艺。但初始的两台样机的野

外试验揭示出有定量改进的必要。而激光工

艺能最好地解决它。采用激光系统的第三台

样机正准备进行野外实验。在 1968 至 1971

这几年间，估计及旦旦冒血且i皇:8_4:旦旦γ
ι些旦互美骂。 去年贝耳公司接受了试制比

系统的为期两年的 800 万美元的合同。

AN jGVS一1。即战车用目标定位和距

离测量系统。是美国无线电公司航空空间系

统分部为陆军试制的。它准备装在坦克上

(其变形将装在梅因战车上)。九tt槌且通i主

工野处茧验儿盖证立全~l是宣王三龟芷罄。
i962422MF屯， j究究明显、珊缝担。。
~、~Q-.:万美2。 由于美帝国防部的"优先满

足越南任务"计划在加速进行，故在下一年

内，这些系统的试产量可以完成。

下面尚有一些装置，目前正在加紧竞争

试制，越南战场试验所需的生产量可以提前

安排。它们是 z

激光照明器。这是-种供前线使用的轻

便背负系统。用于火力控制系统，使导弹或

生宽锺服明邀J]边。咀!可防 R览
室盆jfr，把目标指示给天空或地面的支援部

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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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搜索器。紧凑的装置，用以鉴别由

被激光照明的目标反射回来的相干光。经改

进后，可对付进攻的炮弹和地面与空中武器

放出的火箭。

激光监视装置。 背负系统。用 以侦察在

黑夜，低能见度，或在密集树叶环境下行动

的敌军。同时在试制供探测和夜间照明的空

携系统。

激光制导。 战术武器。专用古坦居

弹和农蟹。正在考虑将半主动和由光束控制

的系统用于车辆载运的和背负的武器上。该

系统在可能情况下，可配备到现有的反坦克

设施上。

激光电子对抗措施武器。激光制导可能

适合于百舌鸟反雷达导弹。因此， 、经几年的
、...-..'--→

左房之后 1 激主盎旦在绝:民具应塾之 这一点
可由它在政府投资中所占的比例看出来。 虽

然越南战争的需要会暂时减少广泛的研究的

资金，但这种损失将从上述系统的紧急计划

投资得到补偿。

远景研究计划局为有限战争和镇压民族

解放运动提出的战术武器传感器(其经费由

各陆军和海军部门提供)，多半也会列为为优

先满足越南任务而加速制造的试产。

有趣的是，国防部把激光远程通讯定为

二等任务，这主要是因为这种器件能够承受

的通信量远远超过该部的任何已知要求。然

而其它几种激光通讯， 诸如海于海下通

迅豆豆海下τ工至9逼诅L也军j主探索2 并认

生是主盖æ21自to
目前对激光感兴趣的另一主要方面是夜

视的广阔领域。陆军的"跳舞玩偶"和"夜生

活"计划最初便是企图利用激光器的相干光

夏麦生生望AA明电视的照明光呢p 这已经不

同于一般依靠自然光的、 t需提高图象对比度

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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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下面将分析激光研制的五方面的发

展和技资情况。

激光基础研究

政府的激光基本研究计划主要由国防部

的一些机构支持。国家航空和宇 宙航行局

的一些中心在这项激光工作上耗费的资金甚

微。军事部门通过"一般物理学"这一专门项

目对激光基础研究进行投资。该项目是国防

部基础研究预算中 16 个小项目中的一项。

并非全部一般物理学的技资均用于激光

研究。尚有其他十三种学科的资金也取自这

一专门项 目。它们是声学、 盈盈兰、电学和

磁学、 流体力学、 二监兰、粒子加速器、粒子

物理学、 等离子体物理学、 量子论、固体力

学 、 固态物理学、热力学和法虫笠盘。因此

激光工艺无论在内部的或合同户的基础研究

任务中，都必须与这些学科"竞争"。激光在

基本研究中的"重要性" 可以从 1965 财政年

度一一能作完整统计的最后一年一 的数字

看出。十四种学科 (见上)的活动获总技资

究生2
物理学预算的l19~扣。这说明在一般物理

学预算中，激也工L应能取佳的资金 ，一比十

四种学科Î~1哥二盟历且企聋的比值也凰倍

还多。特别是某些与主主主姐光笔血，也的传

播ι都与激主工艺紧密相关，而且在这些方

哩的很多基础工作都间接促选了激起国发

展。

在这一研究的 40 个月的过程中，有 16

个军事部门和五个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中

心在基本激光研究计划上投了资。这 21 个

合同中心付出了 8 ， 926 ， 981 美元。 1964 财政

年度付出 120 万 ， 1965 财政年度上升为 370

万。 1966 财政年度的前 10 个月，这些部门

共付出 210 万美元。

基础研究合同的分配如下=



.. 

2总

部 门 金额(美元) 合同数
(1963年1月 ~1966年4月)

海)主~只 JZJ 1,765 ,279 26 

电子学司令部 (陆军) 1,587,069 7 

研究和技术分部 (空军) 1,366 ,173 17 

科学研究局(空军) 967,255 17 

剑桥研究实验室(空军) 964,524 17 

导弹司令部(陆军) 435 ,244 6 

戈达德空间飞行中心 (国

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 336 ,592 3 

航空电子学实验室(空军) 310,141 4 

亚伯丁试验靶场(陆军) 184,738 3 

罗马航空发展中心 (空军) 184,700 3 

工程研究和发展实验室

(陆军) 170,958 3 

所有其它单位(10个) 654,307 12 

总 计 8,926 ,981 118 

接受合同的机构如下z

机 构 金额(美元) 合同数

麻省理工学院 1,526 ,636 5 

西 屋公 司 643 ,848 6 

联合碳化物公司 585 ,154 7 

利顿工业公司 463 ,267 5 

休斯飞机公司 411 ,409 4 

雷瑟恩公司 368,136 7 

俄亥俄州立大学 324,968 3 

米恩勒斯公司 300,532 5 

北美航空公司 291 ,065 3 

阿夫科公司 284,460 5 

所有其它机构(共 40 家) 3,727,506 68 

，总 计 8,926 ,981 118 

政府的激光基础研究计划实际上是从事

理生随豆豆。 因此资金的主要部分是面向学术

的和无利润的研究所。在 40 个月的研究过

程中，有 13 个学术的或无利润的机构接受

了 118 项合同中的 33 项，获 3 ，211 ， 961 美元

或总经费的 35.6% 。

余额的大部分授与主要的大工业合同

户，他们一向是政府投资的强烈的竞争者。

自 1963 年 1 月以来，西屋公司、联合碳化物

公司、利顿公司、体斯公司、北美航空公

司、雷瑟恩公司和阿夫科公司共领合同金

3 ， 139 ，539 美元，占基础激光计划投资的

34% 。

的基础Q.M:研E究Z方棚面干两电项磁比能较的重传要输的油计、划划是(空
军或

~豆L计划)和 LARIAT(激光雷达信息应

用技术)计划 。 COMET 计划由航空空间医

学分部领导。其主咙悬跑道辑驻武盎乙或历

贵的~'。
COMET 基本研究的参与单位包括俄

、-、-吨

家j事州立大学占'啻:@.盟主整理盟j互理友学。
参与的工业单位主览星威主尘司吗 休斯飞到L

室进行。年度预算是]OO ，.OQ9 基孟。

基础研究包括晶体萤光、盟主主衷旦去里

的相互作周飞主5足邀~鬼堕髦盟主一虽坐生
长、色散效应、非线性光学、稀土材料、监~

费忍无翠挂态等。
尽管越南战争预算技资作了重新调正 ，

但政府的激光基础研究所受的影响最微。在

1966 财政年度的上半年，资金己从这类研究

计划中转移， {夏克19豆ZJ段政~-'靡之至三非激
光研究预算是全班万，略低天1要PV财政 年

度战步色JJ美元。在声~t短跑后几笔卑 ，-投

资烂在j寺3另组担全包互三二月『气然而，旦旦
合同和补助金可能有加强这类研究的倾向，

这就使得一些军事实验室有更多的闲暇对付

前线提出的迫切问题。

激光器件研究

军事部门花掉激光器件研究耗费额的

88% ，余下的为国家航空和宇宙 航行局花

掉。国防部的 00财政年度计划包提豆豆豆瓦

独立的激光发展计划。这些任务的内部工作

和合同户工作的预算为LJ2~0忑美元。斗也丘E

.1 9 



政年度计划有同样数目的项目，但投资减少

到约、7号。具美元。 1约旦F才政年度，国家航空

和宇宙航行局拥在1豆企激光器件计划，预算

为艺嗖3电旦美元。 ↓结立足政年度有 1~ 个，

其预算额与 1965 年相同。

国防部激光器件研究计划的经费属于军

事部门的"探索发展"项目 。 该项目本身由各

实验室的 20 多个项目组成。与激光基本研究

的情况相同，激光器件的发展也必须和其他

项目啪"技贿庭激宠获得哪
A 的近飞fTLFP灸种类型电玉兰主模

万美J王盟军电2生二23丑。
三十六个政府部门从 1963 年 1 月 1 日

至 1966 年 4 月 30 日签定了 231 项激光器件

合同。合同分配情况见下表=

部 门 金额(美元)合同数
研究和技术分部 (空军 3 ， 388 ，933 48 

4 电子学司令部(陆军 2，081 ，660 25 

导弹司令部 (陆军 1 ，787 ，308 16 

罗姆航空发展中心(空军 1 ，495 ，503 18 

航空电子学实验室(空军 1 ，237 ，390 16 

海军研究局 (空军 1 ， 160，663 20 

科学研究局(空军) 1,080,245 5 

马歇耳宇宙飞行中心 (国家

航空军口宇宙航行局 731 ，874 12 

海 军 武器局 687,771 6 

国家航空军日宇宙航行局本部 570,293 6 

所有其它部门 (26个 3 ，069 ，812 59 

总计 17，291 ，452 231 

接受激光器件发展合同的机掬=

公 司 金额(美元)合同数

联合碳化物公司 1,619 ,628 21 

美国无线电公司 1,172,038 14 

通用电气公司 1,163 ,400 10 

控制数据公司所属技术研究集团

公司 1,082,228 

西屋电气公司 1,017,891 

美国光学公司 804,066 

泽罗克斯电-光公司 629 ,719 

通用电话和电子学公司 (西

耳伐尼亚 592 ，270

'. 20 呻

严

3 

、 13

9 

10 

9 

泊肯-埃耳默公司

雷瑟恩公司

所有其它公司 (54家)

总计

586 ,301 9 

564,811 9 

8,059,100 122 

17,291 ,452 231 

国防部激光器件计划的目的是延奥灸坦

总主器件剧恩能队该方面的内容是左反捷 、

主星32军更笼担启功率，的竞姜帮件，以及制
造用尊it材料研初始服童出且最放盐挫此
感恩遗卦。虽然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在这

方面并没有象国防部那样安排它自己的激光

工作，但本文仍按同样方式分析它的合同和

计划 。

1967 财政年度的激光器件研究投资仍

保持在 1966 财政年度的 750 万美元的水平。

然而，授与工业系统的资金比这个数字还要

大，这就减轻了政府实验室本身的工作。

如果越南战争的要求不再上升，及豆豆财

政年度的激光爸蚌投资将保持 750_2:I.恙元。

战争结束时，这方面的预算可能理过、.LQ(吨

万美元，因激光研究在这方面的进展己很显

著。

激光材料研究

国防部各机掏是激光材料试究的经费和

合同的主要来源。在此项研究的 40 个月的

时期中，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仅签定了一

个这方面的合同。 d26毛如政年度，国防部激

光材料研究的预算为4主g互恙元，比 1965 财

政年度预算的一半还少，那时 16 项专门计

划的投资是 300 万美元。 64 财政年度 12 项

计划的预算是 140 万美元。

自 1963 年 1 月 1 日至 1966 年 4 月 30 日，

六个军事合同中心签出叉A左思企用p其总额

戈旦占全豆"，毡息革恙。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

通过它的载人飞船中心签出了一项 86 ，000

美元的合同。这六个军事中心签出的激光材

料研究合同是z



部 门 金额(美元) 合同数
研究和技术分部(空军) 1,069,112 14 

海军研究局 810,880 9 

工程研究和发展实验室

(陆军) 203 ,800 2 

导弹司令部(陆军) 184,874 2 

剑桥研究实验室(空军) 167,483 3 

电子学司令部(陆军) 107,369 2 

，总 计 2,543,545 32 

合同的分配如下z

公 司 金额(美元) 合同数
￡ 联合碳化物公司 581 ,800 5 

。 美国光学公司 351 ,812 3 

休斯飞机公司 351 ,525 5 

美国无线电公司 189,144 3 

西屋电气公司 157,195 2 

阿:夫科公 司 149,213 2 

特克塞斯仪器公司 128,535 2 

通用电气公司 119,350 1 

所有其它公司 (9 家) 600,971 10 

，总 计 2,629;545 33 

与激光研究的其他方面不一样，还没有

激光材料试制合同授与学术性及无利润研究

所。一般来讲，段查监;在阳脱对腥聋雄

lJ~锁陇右[唰纫挝。
约有 50% 的激光材料研究预算留作内

部经费。例如，在 1965 财政年度，在 300

万美元的预算中，拨给工业界的合同费仅

1 ， 502 ，783 美元。

由于侵越战争投资计划调正，激光材料

研究预算受到严重削减，因此投资的这个独

特部分的前景就必然比较暗淡。然而，激光

材料研究的工ZJ]业巴兰f1J:芝亘赞别重墅里
府加以保证的程度。

由于 1966 财政年度的技资比 1965 财政

年度的一半还少，故在 1966 财政年度的前

10 个月中， 国防部的投资额有显著的缩减。

己签定项目的资金少于 200 ，000 美元，整个

财政年度的总额不会超过 800 ，000 美元。

4级乙盟蓝~度周于嚣尘封塑直至lW ì页

算为 120 万美元。这笔资金的大部分可能不

会动用，特别是因为侵越战争需要优先考虑

的影响。激光研究市场这部分的高潮可能已

经过去了。

激光应用研究

激光应用研究的 88% (以美元计)由国

防部的 26 个独立合同部门和实验室进行。

在该项研究的进程中，七个国家航空和宇宙

航行局中心付出了这方面投资的 12.2%。制

导、测距、通讯和监视系统是这方面最受重

视的。

」曳主E主政年度，国防部预笑L旦旦，万芸

元从毒集里专门的激光应用研究计划4当毛

财政年度，国防苦144J项计划的预算发~~O

互差ZGoJ2~ζ挝政年度，， 44理计划的预算为

3他互基元。 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于 1966

财政年度用于激光应用研究的预算为 250 万

美元。 1967 财政年度预计需类似的数目 。

在 40 个月的研究期中，有 26 个军事部

门为 138 项合同付出了 14 ，1 91 ，274 美元。这

七个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中心安排了总金

额为 1 ，952 ， 594 美元的 26 项合同。颁发合同

的部门如下z

部 门 金额(美元) 合同数

导弹司令部(陆军) 3,411 ,763 28 

罗姆航空发展中心(空军) 2,759 ,520 17 

研究和技术分部(空军) 2,599,153 26 

电子学司令部(陆军) 1,596,156 16 

海军武器局 894,114 10 

马歇耳宇宙飞行中心(国家

航空和宇宙航行局) 833,179 11 

剑桥研究实验室(空军) 598,314 9 

载入宇宙飞船中心(国家航

空手口宇宙航行局) 459,945 6 

工程研究和发展实验室

〈陆军) 285 ,480 4 

战斗发展司令部(陆军) 284,109 1 

所有其它部门 (22 个) 2,422,135 36 

总 计 ~6 ，143，868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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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这-批合同的公司如下z

公 司 金额(美元) 合同数
休斯飞机公司 1,225 ,260 12 

美国无线电公司 1,221 ,257 16 

北美航空公司 1,026 ,560 12 

泽罗克斯电-光公司 898,978 3 

斯佩里-兰德公司 878,872 5 

通用电气公司 750,785 8 

雷瑟恩公司 738 ,785 3 

马丁 · 玛丽埃塔 727,084 9 

通用电话和电气公司 (西耳

伐尼亚) 710,970 9 

西屋电气公司 611 ,100 7 

诺思罗普公司 607,582 5 

联合碳化物公司 607 ,051 5 

技术研究集团公司 542,121 7 

泊肯-埃耳默公司 532,263 3 

贝耳航空系统公司 520,000 1 

所有其它公司 (29 家) 4,545 ,200 59 

，总 计 16 ,143,868 164 

国防部激光应用研究计划的目的是将基

本、器件和材料方面的成果用于军事系统。

在军事武器的发展进程中，这是项目得到认

可并转入成品试产之前的最后一步。

1965 财政年度，国防部门为激光应用研

究签定了 5 ，484 ， 158 美元的合同， 或者说是

1965财政年度该工作初始获得总金额 1 ，210

万美元的 45 .4%。后来，由于侵越战争，计

划调正，经费减少了约 200 万。余下的投资

用于内部研究，并维持保密的激光应用一一

基本上是侦察和监视。 内部工作的一个例子

是弗兰克福兵工厂试制的 XM-23 型炮兵激

光测距仪。目前(1967 财政年度)己作为第

一种激光军事武器系统投入生产。

虽然激光应用研究的预算在继续下降，

但这种暴跌仅是侵越战争时期的一个暂时现

象。而且 ， 在直至耳边民邀主理宠巫且呈握

自辜的窍，也斗纯战雪地球~哩!建起怜ú
中企型聚卦。

阳、卢些可能的应用，特别是在~l雪里战1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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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变。虽然这个部门在对其波士顿的新电子

学研究中心加以控制之后， 其总激光计划会

得到较好的经营管理，但维持该工作的技资

不会有所增加。

其他各种激光研究

完全由国防部确定并维持的杂类激光研

究，是一个无所不包的计划，其内容包括生

物学效应、广泛的研究以及一般激光计划评

论。 1965 财政年度的杂类激光研究预 算为

156 万美元，包括 13 个项目 。 1966 财政年

度的 8 个项目计 100 万。 1967 财政年度的预

算为 800 ，000 美元，包括 7 个项目 。

从 1963 年 1 月 至 1966 年 4 月， 五个军

事实验室颁发了总金额为 727 ，431 美元的 11

项合同，其分配情况如下 z

部 门 金额(美元) 合同数
罗姆航空发展中心 (空军) 352,139 3 

奈克X 计划局 134,726 2 

医学研究和发展司令部 (陆

军) 127,289 3 

第 6571 航空医学研究实验室

(空军) 85 ,953 2 

海军研究局 (海军) 27,324 

总 计 727 ,431 11 

接受这些资金的机构为:

机 构 金额(美元) 合同数
国防研究公司 245 ,000 

美国地球物理学公司 162,050 3 

东北大学 96 ,149 2 

利顿工业公司 67 ,800 1 

联合碳化物公司 60,606 

能量系统公司 (H-nu) 39,339 

健康研究公司 29 ,487 1 

帕萨迪拉医学研究基金委员会 27 ,000 1 
，总 年十 727,431 11 

四;;



激光辐射的生物效应很少受到军事部门

的重视，这是国防部研究计划的评论家经常

谈及的事实。从合同中可以看出，就给予工

业界的投资额而论，对于激光研究的这一特

殊领域，迄今仍受忽视。然而，激光研究年

度杂类预算的 1/3 弱投入了工业，其最大部

分留给内部，特别是所属的两个主要医学单

位 z 美帝空军航空空间医学分部和陆军医学

研究和发展司令部。

由于 1966 、 1967 财政年度研究预算减

少，激光研究的这部分就相当于所有部分中

最不重要的部分。还有这种可能z 合同团体

和医学专家的不断的压力，会促使国防部更

积极的从事"生物效应"研究。

译自 Marshall R. C., Microwaves , 1967 (Mar.) , 

6 , N! 3 , 121-127 

用低损耗的透镜波导管来传输光波

提要:如可用 j皮导管免除大气 ~t淡尤末的影响， W'IJ刊激尤未可传输巨大的信息量。用透镜

型尤导管已获得的损耗为 0.5 分贝/千米 。

激光器在通讯技术上引起了人们极大的

汽趣，因为激光频率传输时的带宽，要比微

波频率传输时的带宽大 1 ，000 倍。但是，如

果要和微波竞争，则要使激光传输系统做得

比微波系统更经济，同时，也应该存在传送

巨大信息量的必要性。激光系统有很宽频带

这一特征，在目.前的竞争中并不起决定性作

用。最近二十年间发展起来的毫米波通讯系

统对于保证目前的报务工作来说，还是能提

供足够的信道容量的。

将来，在需要传输巨大的信息容量时，

为了使用激光系统，是需要有一种传输并保

护光束的方法的。激光装置在气象条件较差

的情况下都不能很好地工作，雾、 雨、 雪及

空三蓝蓝笠主险车盖摸过起虫呈致损耗。一 实

际上，空~'=t左边对相干光的影响要比对非相

干光的影响大得多，因为它会蓝坯遮盖监且

匀性L呈盈盖呈直至的立腼度查也以及很E

重咆组旦回辈。
激光虽较其他光源的频带窄，因而在接

收器中，比可能和它混在-起的环境光易于

识别，但也只有在光的传输通路上免除大气

的影响，光波通信系统才可以广泛地应用在

远程通信系统中。美帝陆军电子学指挥部的

一个实验室制造的一种实验用光学波导管 ，

在 970 米的信号传输过程中，其损耗只有

0.5 分贝/千米。

在过去二十年间发展起来的毫米波通讯

系统，应用的是横向电波型 TEo1，这种电

波型在圆波导管中传播时的损耗很低[1] 。在

横向电波型的情形下，电场垂直于传播方向。

TEo1 波的损耗随着频率的增高而降低。

低传输损耗

光导管的优点之一，是在传输过程中损

失相当低。在美帝蒙默思堡 (Monmouth) 的

实验中所得到的损耗为 0.5 分贝/千米，这一

数值比毫米波段远距离波导传输线中的损耗

低四分之三。除此之外，由于毫米波段圆波

导管的制作要求高精度，因此比光学波导管

昂贵得多。

与微波相比，光频能获得更宽的频带。

因此它们有可能被制成公用电视电话 ， 并为

拥挤的射频道增却匹包视i爵蓓的耕同a 。

将来，可能出现需要把中心计算机的大

.. 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