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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有足够尺寸和完整性的激光调制晶体。

过去，大多数研究者应用恰克拉斯基法，

即把晶体慢慢地从熔化的氯化亚铜溶液中拉

出。当晶体从其熔点 4200C 开始冷却时，在

大约 4080C 时产生的相变换使晶体产生严重

的应变，结果引起内破裂。

该实验室利用硅胶生长法使晶体保持在

4080C 这一转变点以下，从而解决了这个问

题。晶体是在室温下在装有凝胶的玻璃管内

生长的。这样，在长达一月的生长期内，可

透过玻璃管看到逐渐长大的晶体。

凝胶生长法是通过凝胶把溶液慢慢输送

到逐渐长大的晶体的位置上，此时溶液凝结

在晶体七。凝胶的作用是减少缓慢的扩散与

生长过程中的揣动。

虽然目前这种凝胶生长技术不属新方

法，上述实验室对它作了些改进。其中有 2

在达一个月的生长期内保持氯化亚铜溶液的

均匀饱和度以及使通过凝胶的溶液保持不变

的扩散速率。

剑桥研究实验室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是

使亚铜溶液与盐酸络合，并确定从一特殊容

器把溶液引入凝胶时须保持的最宜速率。他

们提到 ， 凝胶生长玻璃管的大小和装溶液的

容器是决定因素。

至今 ， 该实验室生长出的最大的晶体是

光洁、 透明、表面每边长 8 毫米的四面体。

据称经试验，晶体的光学性质与调制能力极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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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敏度达 10-16焦耳的碑化镇激光接收器

1969 年 10 月， 美帝通用电气公司介绍

了一种高灵敏度激光接收器。

此种新型"激光眼"接收器 (GR一102 型)

是一种特别适用于 0.9 微米呻化嫁激光器波

长的低能量水平光脉冲接收器。 68 年，该公

司还制造了适用于 1.065 微米波长的掺钦纪

铝石榴石和玻璃激光器的类似接收机 (NR

-101 型)。

据说，这两种新接收器 "会使肺化嫁和

铁激光器的用途增大，成本降低，且它的灵

敏度比任何其它用于 1 微米波段的接收器

高" 。

这两种接收器轻巧而结实， 结合了独特

的探测器和高速隧道二极管逻辑。它们的灵

敏度据称比无增益硅光电二极管大二个数量

级以上。这两种接收器的固有的超快响应使

探测亚毫微秒激光脉冲成为可能 。

接收器以最大灵敏度工作时， 仪器的工

作范围为 10一16 焦耳到 10-12 焦耳。据说，灵

敏度调低以后， 能量输入可以更高些。

不管输入能量多大，接收器的输出总是

标准的 2 伏特的信号。这些装置自成一体，

其能量由可再次充电的镰-俑电池组供给。

GR-l02 型接收器与 NR一101 型接收器

的外表相似， 具有两个主要组件: 控制和电

源箱以及探测器头。后者带有便于加置附件

的标准光具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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