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存贮器。但娃实验模型的存贮量在 10 微秒

中泣有超过 10 ， 000 1Il.四 1 是贝耳实验室

气体激光系统的基本万块回.气体激光放大

器放大每一通道的全部反射光束.其基本原

理是利用有 1 ，000 次连续循环的折迭光延迟

线米就徘延迟. I ，000 1X是山镜而大小 1阳它

们的敝射4日屁所诀足的，通过 1 ，000 1X后，散

射损施使光能减少 20 分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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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1 贝耳察撞撞循环激光

增加宽带光学延迟的方法能把对计算机结

构、指令革统、 数据和1钟的全部指令安放在

存贮器中. 这使计算机的金属部件减到最

少。实际上由于利用丁大容量存贮器而取消

了费导线.现在能从地面上控制组态，这是

为扩大u杂的长期飞行卫血的用途所最想盟

的特性.

每:::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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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H乎贮锚的基本方恨图. 因 2 lt议的激光将贮 Hl应本方报阁.

存贮容量和1存贮时间受到损辑、带宽等

光学系统缺陷的限制. 大型蜡回避镜的利用

不仅带辈许~缺点，并且给空间应用的装配

带来困难.

囱 2 的存贮璐亘统综合了欲实现这些概

念所必宿的圭部特征.因反射表面的面积荣

革，在带克方il1ï并没有限制. 代臀直接反

射，由外部回路锁囚数据.此外，将一个编

程序的微型组件安插在能症新配置叫算机系

统的囚附中. JlI对每一涵泊(一根光学纤维〉

总之，这儿说明了对于空间计算机的存

贮量而宫，睿盘至少为 10'培是比较恰当

的， 并且是必要的. 这显示此种装置能将刮

算机的金属部件』最大血地减少，同时使这种

必要的装置有可能作为空携~随机存取.

由于时间有限，不能介绍对元件与技幸

的考察结果. 这些结果适于这一概念， 井能

说明它的可能性.

持自 Dlugatch 1., Manus S.: Laur L附". 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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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修研制激光计算机

刻，悻现正积极研究使用半导体激郑器的

11 算机存贮樵。与这些器胡平J茸的热艇散问

题已逐步获份解诀. 研究工作大部分在列*'1

捷夫物理研究所进行.

据胁，已跑过80%的效率水平，现正在争

取 100 %. 他们还宜布 ， 已研制出用于激光计

算机的全部器件，但尚未以工作模型证实。

诙所的尼基丁 (V. K. Nikitin) 正以半导

体激光器进行此项工作. 装入计算机逻辑装

'iI':与存贮器、江径为 0 曲。1 毫来的单元已经

-40 一

表演过.

据说这些装置的转换时间为 O. 1 微秒，

产生延续时问低于 10-10砂的脉冲.

英帝也有一些公司在进行类似的研究，

但在今为止， 商品尚未出现.大事数计算机

制造者都在研究将带共振腔的激光器与先电

二极管同用.

目前， 用于倍且贮存的激光器仅限于约

10徽秒的短期存贮器.

译自 E'Jtctron . lVukly, 1967 {AufI盯，地 36 1 ，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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