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533 
苏修科学院 1967 年年会关于激光研究进展的报导

1967 年 2 月 6~7 日，苏修科学院在莫

斯科举行了年会，在苏修科学院院长凯耳迪

什 (M. B. Ka.lI}I; hllII)的开幕词及主席团秘书彼

维(且. B. lleiìne) 的报告中，都谈到了苏修

1966年在激光领域中的进展。现将有关部分

摘译如下。

凯耳迪什的开幕词谈到，在过去的一年

中，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工作者们在提高激

光功率(其中也包括连续运转系统的功率)方

面取得一定的进展，开辟了提高激光辐射稳

定度的可能性。激光的使用范围更趋广泛。

制成了一系列新的激光工作物质。晶体

研究所合成了一种加加林矿石(晶体) ，从中

能得到红外相干辐射光。研究表明，加加林

矿石在量子电子学中具有光明的前途P

普通化学与无机化学研究所同无线电技

术与电子学研究所合作，制成了用掺有稀土

和重金属的玻璃样品和溶体介质作工作物质

的量子振荡器，在量子电子学范围内开拓了

一种新的可能性。

彼维在他所作的题为 "1966 年自然科学

和社会科学中的重大成就"的报告中，有几处

提到"激光"。他说"在量子电子学范畴内，制

成了一种新型激光器。在这种器件中，用散射

反射体代替反射镜。己制成一种系统，可以看

作调制拍频大于 109 赫的上述振荡器。这种

振荡器和开关可以用来建立超高速光学计算

机a 当重复率为 500 赫时， 2.36 微米处的激

光巨脉冲功率达1兆瓦(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研究了红宝石的非线性光学特性，多光

子吸收及在红宝石聚焦激光束的作用下红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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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的击穿现象，研究了在光泵作用下红宝石

中色心的形成及这些色心对振荡阔值的影响

(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全光照相及全光照相术的应用发展很

快。可将这种方法用于研究等离子体、原子

试验及其他方面(科学院技术物理研究所)。

在固体物理方面，彼维谈到，、 科学院技

术物理研究所判明了强激光脉冲对半导体晶

体的破坏机理是与光能跃变为热相联系的，

而这种跃变又依赖于由激光产生的电子一空

穴对的无辐射复合。

获得了有关等离子体光谱的新结果(基

本过程的研究及诊断) ，其中包括脉冲放电

等离子体，惰性气体混合物中的放电等离子

体，带惰性气体的金属等离子体等等，从制

备激光器的角度出发，这些气体是很有前途

的。研究了这种激光器在各种光频波段的辐

射，并获得了」些新的振荡线(科学院物理

研究所、列宁格勒大学、光谱委员会实验室、

科学院技术物理研究所等)。

第一次在 ZnS 晶体中制成 p-n 结，在电

压为几伏时，这种p-n 结会给出紫外带宽为

360毫微米的复合辐射，相应于 ZnS 禁带的

热宽度。这一宽度比目前能制备成p-n 结的

任何一种物质都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在一系列发光物质(如溶化在洛剂中的

歌青染料及金属歌青染料)溶液中获得了振

荡。歌青染料的振荡能使红宝石的辐射在

700 至 1000 毫微米的各种不同波长上变换成

相干定向辐射(白俄罗斯分院物理研究所)。

摘译自 Bec. AH OCCP. 1967 (Ma量). Nl!3. 5",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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