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里的量级。中继器的标称增益将在 3，0分 及在两个端部之间插入透镜等。

贝附近，因此，使用目前最好的纤维，两中 这种激光器的结构类似于其他玻璃装

继器可相距 0.5 公里以上。 置。 掺铁纤维和氮弧泵浦灯分别放在外围的

这两家公司已将单根纤维的长度从 1 米 椭圆反光镜的两个焦点上。纤维的直径为

延长到 20 米。目前还在研究如何制造更长 1. 5 微米，甚至更细，长度小于 40 厘米一一

的纤维，其最终目标是 250 米，这一长度是 一般大约是 10 厘米。典型的连续输出是 3.5

通讯电缆的标准长度。连接纤维的实验方法 瓦， 1.06 微米。

包括简单的对接，把两个端部浸入有相同折 取自 Electronics ， 1970 (Sep. 28) , 43 , N! 20 , 

射率的液体中，两个端部涂以增透涂层，以 129_ 130 

精确瞄准激光束的装置

美帝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设计了一种

激光束瞄准系统，能使氧激光束对准月球上

被照明表面上的特定点。这种系统将准直激

光束，并以极高的角跟踪精度，使它射向丹

球表面上的物体。 经修改之后，能用这种系

统精确跟踪导弹和卫星。这系统包括一台长

焦距反射式望远镜，在望远镜的焦平面上安

置了一个分束器。激光束通过一面会聚透镜

聚焦到分束器上的一个小孔上，然后通过望

远镜射向目标地区。分束器的作用是把出射

光束和进来的导引光束(从望远镜来的月光〉

分开。

安置激光器，使其能沿三根正交的轴确

定其位置，并能绕两根轴转过很小的角度，

这样，激光器就能完全自由地和望远镜对

准。观察用的光学系统为观察者提供的视场

的中心缺少于一小部分，这就是与分束器主

的小孔位置相对应的部分。引导望远镜，使

显微镜

图 瞄准激光束的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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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束所瞄准的物体的象落到视场中的"小 器的承载架，使激光束与显微镜的光轴对准;

-

孔"位置之上。 为除去散射回观察系统的激

光，并为观察者的眼睛的安全着想，在分柬

器，和观察系统之间安置了一块黄色泸光片。

这泸光片对氧激光波长十分稠密，但在光谱

的黄色和红色部分，能通过足够多的光，这

样就能进行正常的引导。

实验装置使用的分束器是一块普通的显

微镜载物片，片上镀铝，固定在改装过的、

与望远镜极轴构成 45 度角的显微镜载物台

上。载物片上的小孔是利用超l声波沿 45 度角

方向打出的。用一台低倍数显微镜作为目镜。

为了尽可能严格地对准激光器、观察系

统和望远镜，采取了下列步骤z

1.首先调整激光器，使有最高的输出$

2. 取下会聚透镜和分束器，移动激光

3. 装上会聚透镜，调整其方位，使望

远镜孔径上的照明尽可能均匀。离开望远镜

孔径的光落到圆屋顶内面的一个点上，用肉

眼就能看到 3

4. 装上分束器并作调节，直到激光束

通过小孔。然后调节会聚透镜的焦点位置，

使其大约落到分束器的平面上p

5. 精细调节会聚透镜和分柬器的位

置，使能均匀地充满望远镜的孔径。

当这系统使用 24 时直径、 fj36 的天文

望远镜时，出射光束的准直度所受到的限制

仅仅是大气揣流效应和约为 2 孤秒的膛孔对

准精度。

取自 Mechanical Engng. , 1970 (Aug.) , 92', N!'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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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激光测量人造卫星的距离

提要z 为了探讨以激尤进行人迄卫呈测距的跟踪方式，并获得设计制 i立的基础

资料，研制了激尤测路装直。主体是输出 20 兆瓦的缸宝石激尤器和尤电接收器，

安装在支庄上，沿着预先由电子计算机计算的人这卫呈的预测轨道选行程序垠踪。

该装直的性能是，测量距离 500~2 ， 000 公里的卫呈时， 系统精皮可达 5 米， 分辨

率1. 5 米。该装直安装在东京天文台堂子观察所， 作过实地试验， 即 1969 年 6 月

8 日接收到了从美帝带有向后反射器的卫呈 GEOS-B 以及法国的 DIADEME 卫呈

反射回来的激尤，天文台的电子计算机的检验结果表明，得到的测距值的确是由人

迄卫呈的反射尤所致。本文就跟踪方式、装直概妥和实地试验结果作一简妥的论

述。

绪 吉
日

据从地、上发射的激光束被卫星反射后重新返

回所需的时间，能精确地ìm~ 出卫星的距离 F

在人造卫星:主装上光学向后反射器，根 这种方法在 1964年就由美帝国家航空和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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