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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0 时电源可能获得 20 万焦耳的激光输出

一台约高 10 时、 直径 6 时、 重 200 磅 高能激光器，供空间或地面通讯与军事装置

的电源，可以提供足够的能量，使气体激光 使用。

器产生 20 万焦耳的输出。 专利所包含的技术为使用脉冲核反应堆

以上是美帝射电光学公司对其最近获得 所发射的 γ 与中子辐射。 γ 辐射与气体激

专利的光泵发明的公开介绍。该专利包括通 光器同用效率最高。以固体闪烁体泵浦时，

过磷光转换体将核能转换为激光能的全部技 此种激光器可从 350 万焦耳的核能源发射

术 3 20 万焦耳的激光。

关于这一方法的可能性的初期实验早在 以中子流使荧光转换器产生闪烁作用

1963 年即已开始， 当时的实验是按照国防部 时，掺 U235 的氟化钙棒可产生约 27 ，000 焦

关于研制高功率、小体积激光系统的合同进 耳的能量。但正如使用红宝石一样，辐射对

行的。由于政府投资削减，该公司自 1963 激光器的损害是相当大的。

年为此申请专利以来，很少再作工作。 自身即带能源的激光系统的典型形状可

现在该公司已获得这项专利权。如能获 能是圆柱形。以腆化铀围绕红宝石，再将若

得投资并搞到核反应堆以便进一步进行材料 干宝石棒置于含有诸如 U235 或 PU239 等裂

研究，公司还打算进行更多的工作。他们的 变材料的脉冲核反应堆周围。

最终目的是研制高度紧凑且无需外加能源的 译自 Laser F，何时， 1969(Nov.) ， 5 ， N!21 , 20 

核激光器一一永远产生兆焦耳/叹3

裂变驱动的闪烁溶液中的同时存在的激 验，用的是掺错的反应堆。

光阁和核反应堆的临界性能够使一立方叹的 下阶段实验中非常吸引人的工作是使

激光反应堆几乎无限期地发射一百万焦耳的 U235 的重水溶液与在强酸中过硝化了的硝酸

激光脉冲。欲判断这种纯粹的脉冲式核激光 铺构成络合物。这种系统中的过程多半是这

器是否切实可行，约须花费十万美元。

"纯粹性"是指在同一介质中组合了裂变

与激光作用，而不是指以激光器之外的反应

堆泵浦来激励的那种激光器。美帝的北美罗

克韦耳公司首次进行了这种纯粹系统的实

样的 U235 的蜕变能量经过硝酸根与铺离子

搞合，锦便进行其特有的激光跃迁。这种具

有硝酸盐的重水方式不过是几百种待选系统

中的一种。

最近在 Autonetics 进行的实验中，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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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费用，只采用了一些普通的技术。 这种

"首次运转组远非最佳的系统气仅将裂变碎

片功能的 4% 转换成 6150 埃的光谱输出，其

增益约为 0.033/厘米。

在此系统中大部分能量的损失是由于销

整合物有机部分中的量子机构所致，这种铺垫

合物把铺离子激光跃迂所需的能量分走了。

取自 Microwaves ， 1968 , 7，随11 ， 19 

脉冲式纯核激光器

如果脉冲式溶液型反应堆除包含可裂变 产生 1016 nOO/厘米 2 秒的中心流，同时产生

物质外还包括能产生激光作用的窄谱线闪烁

溶质，那末这种反应堆所能产生的高脉冲能

量就可用来直接转换成激光。其原理是，捕

获热中子之后， U235 (通常的形式是可溶解

的盐，如 U02S04 ) 就分裂成二个高度带电

的裂变碎片 ， 他们之间分配 180 兆电予伏的

功能。这些碎片同溶剂碰撞，产生一高能电

子簇射，这样逐步降低到较低能量水平 (约

5 电子伏) ，这能量共振式地传递给闪烁溶

质。由于最后的荧光跃迁有适当的量子参

数，裂变密度也足够高 ， 激光作用应能产

生。

达到激光阔所需要的热中于通量为 z

T=Nu(t)En/Hu阳σψEf τ ，

式中 En 和 Ef 分别代表光子能量和裂变 能

量， σ 是 U235 的裂变截面 (5.45 X 10-22 厘

米勺，中是能量产额，即裂变与位于激光谱线

上的荧光之比，而 τ 是激光跃迁的天然寿命

(测得的)。例如 ， 以铺-卢二嗣整合物的有机溶

液作激光工作物质，其参量为 n= 1.4 ， τ=545 

微秒， Llλ=40 埃， λ=6150 埃 ， L=O .02/厘

米， 由此得 Nu (t)=5 . 9x 1017/厘米3。设

ψ=0.01 ， 则激光阔值所需要的热中子通量

(NU 23' = 3 X 10 20 /厘米3 )为 T= 7.35 X 1015 

n阴/厘米 2 . 秒。用脉冲式反应堆能够达到此

热中子通量的水平，如试验性沸腾式反应推

动力学研究装置，这是一个1.8 升的装置，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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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焦耳、长 10-3 秒的能量脉冲。

进一步考虑，具有互溶闪烁体的反应堆

的临界条件可由下述"四因子"公式得出:

K∞=nEpf 

其中 K∞是无限大反应堆的再生因子(临界

标准是 K∞>1) ， n 是每次裂变的有效中子生

成率(对 U235是 2.06) ， ε 是快速裂变因子(对

均匀反应堆为 1. 00) ， P 是中子逃脱共振俘

获几率(对试验性沸腾式反应动力学研究装

置为 0.063) ，而f :是反应堆临界系统的热中

子利用系数， 或裂变截面与整个中于吸收截

面之比。如果我们用一浓度十倍于阔值数

的"激光闪烁体"或 N(E~+)=5 . 9x 1018/厘

米3 例如苯减速剂和浓度为 3x 10 20/厘米s

的 U235，我们得到在 f=0.81 ， K田二". 1. 05

(对试验性沸腾式反应堆动力学研究装置的

大小而言)。换言之，在均匀裂变驱动的闪烁

溶液中，同时存在的激光阁和反应堆临界性

是一定可能的。

实验操作如下 : 将铀氧和睦吩甲酌三氟

丙酣-磷酸三丁脂的络合物与销和唾吩甲酌

三氟丙嗣-眼睫的络合物溶解到甲苯中，用充

分浓缩过的 (98%U235)U02(N03)2.6H20

作原材料。洛液的线宽和寿命用一般方法测

定，采用紫外激励。

用 0 .3 兆电子伏的 X 射线激励溶液，由

此确定闪烁产额。在 900C 温度下(.Llλ=30

' '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