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钩 沉

《激光与光电子学进展》
——我国激光技术发展的功臣

雷仕湛

《激光与光电子学进展》，其前身相继是《光学机械

情报》、《光受激发射情报》、《激光情报》、《国外激光》的

学术类期刊，是我国激光、光电子领域的第一本科技期

刊，其创办时间最早、读者面广泛、影响力大，也是广大

从事激光技术研究和应用的技术人员、教师、学生和管

理人员的良师益友，使他们获得激光技术知识，了解激

光技术和应用的最新发展动态，并为他们开发新的激

光技术以及应用提供灵感。《激光与光电子学进展》是

我国激光技术发展的有功之臣。

1　引领我国进入激光技术领域

我国激光技术是怎样开始的，为什么第一台激光

器是在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即长春

光机所）研制出来？这里有两个很关键的“人物”，一个

是长春光机所优秀的光学技术基础，另外一个是原先

长春光机所出版的、《激光与光电子学进展》前身——

《光学机械情报》。大约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老一辈

光学家建立了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这里汇集了一批有志在光学领域开辟一片新天地的年

轻人，如邓锡铭、王之江、干福熹、刘颂豪等。一天，他

们在《光学机械情报》上看到两条消息，一条是肖洛

（A.  Schawlow）和汤斯（C.  H.  Townes）发表在美国

出版的 The Physical Review 1958 年 12 月这一期上的

文章《红外与光学激射器》，另一条是美国休斯公司

1960 年 7 月在纽约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布梅曼（T.  
H.  Maiman ）关于“红宝石光微波激射作用”的实验结

果，宣布研制成功光量子放大器（即现在的激光器），它

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利用激发态粒子的受激发射过

程来产生辐射，而不是像普通光源那样利用激发态粒

子的自发辐射过程。这件事让长春光机所这几位年轻

人十分惊讶，也很好奇，根据爱因斯坦辐射理论，粒子有

两种方式释放它们在激发态的能量，一种是自发地释

放，称为自发辐射，另一种是受外来的辐射刺激而释放，

称为受激辐射。粒子究竟主要是作自发辐射还是受激

辐射，主要取决于粒子内处于高能态的粒子数量相对

于低能态的粒子数量是高还是低，如果是高于低能态

的粒子数量，那么粒子主要是作受激辐射，反之，则是自

发辐射。通常条件下，高能态的粒子数总是比低能态

的数量少，这是由粒子按能态分布的著名定律——玻

尔兹曼分布规定了的。那么他们又是怎样做到光源发

射的主要是受激辐射？显然，梅曼采取了一种非常手

段，通过改变粒子能态分布才得以实现。它的第二个

显著特点是有极高的亮度，大约比普通光源高上亿倍，

这件事也在长春光机所这几位年轻人心里引起了共

鸣，他们正在试图解决一些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光学

测距机能否取消设置在远方的光学反射镜？最大可测

量距离能否从 30 km 增加到 100 km，或者更远？光学

测距机可以实现快速、准确的测量，在国防建设和生产

建设中起着重要作用。同时，雷达也是用于探测目标

信息的设备，波长越短的电磁波，单位时间内能够传送

的信息越多，其传播方向性也越好。光波的波长比微

波短很多，按道理，光波雷达在单位时间内能传送比微

波雷达多近万倍的信息，或者说，可以用同样功率的电

磁波将信息传送的有效距离延长近万倍。然而，在 20
世纪 60 年代前，光波雷达的探测距离却远小于微波雷

达。还有，探照灯也是常用的探测设备，然而，探照灯

的有效照明距离却限制在 1 km 左右，无论是生产还是

国防建设，都希望把照明距离增加到 10 km，甚至更

远。光学测距机、光雷达和探照灯无法发挥其应有的

本领，主要是因为现有的光源亮度不够高，而按当前制

造光源的技术，要实现亮度突破性提高又几乎是不现

实的事。按照拉格朗日定理，利用任何一种成像的光

学系统，在光源及光学系统周围具有相同折射率介质

的情况下，都不可能获得大于光源本身的亮度。为了

大幅度地提高光源的亮度，需从变革光源发光机制入

手。梅曼成功制造出的新光源，无疑是给他们送来了

好消息，带来了解决问题的希望。因为受激辐射与自

发辐射特性最大的不同在于，受激辐射的光子其传播

方向与激发它的光子保持相同，因此这种受激辐射是

朝一个方向传播，与光源发射的自发辐射大不一样，后

者是往四面八方传播的。显然，如果是让光源作受激

辐射发射光，那么光源发射的光便会集中在很小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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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方向上，如果聚集的角度是 1 mrad，那么光源的亮度

便提高大约 1 亿倍，这样一来，光源亮度便终于取得大

突破。于是，这几位年轻人当即组织力量，研制这种新

光源。他们历尽艰苦，终于在 1961 年 9 月研制出新型

光源，称为激光器，开创了中国激光技术的历史。

2　策划命名“激光”、“激光器”

起初，中国对这种新型光源“Laser”没有一个统一

的名称，有的按其英文发音，称“莱塞”，有的按其发光

机制，称“光量子放大器”和“受激光辐射器”，还有的按

其是从微波波段转到光学波段的微波激射器，称“光激

射器”等。显然，不同的称呼会给其应用研究和学术交

流带来不便，人们都希望有一个统一的名称。1964 年

12 月，在上海召开第三届光受激发射学术报告会前

夕，《光受激发射情报》编辑部（即现在的《激光与光电

子学进展》编辑部）给钱学森教授写了封信，请他给这

种新光源 Laser 起一个中国名字，钱教授很快给编辑

部回信：

光受激发射情报编辑部同志：

我有一个小建议，光受激发射这一个名词似乎太

长，说起来费事，能不能改称“激光”？

钱学森

钱教授的建议在这次学术会议上获得代表们的一

致赞同，此后，在中国的新闻、期刊报道上便统一使用

“激光”、“激光器”，从此我国的科学技术词典也多了

“激光”和“激光器”这两个词。

3　组织出版我国第一本激光技术图书
和期刊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简称上海

光机所）成立后，在激光技术上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成果

的消息很快在社会上传播开来，同时也引来不少人慕

名前来“取经”，上海光机所的领导也很重视这件事，因

为做好这项工作将会吸引更多激光技术大路上的同路

人，我国的激光技术会得到更快、更好的发展。为方便

这些来客的学习、交流，所里成立了一个专门接待小组，

但毕竟接待能力有限，满足不了需求。为了能够在更

大范围、让更多的人知道激光技术，并开展激光技术研

究和应用，科学家们和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了其他一些

推广激光技术的方式，其中一种是编写出版介绍激光

技术方面的科普书，将其作为“宣传员”和“讲解员”。这

个想法得到了当时的上海人民出版社和驻所工宣队的

支持，随即《国外激光》编辑部组织了一个编写小组，不

久便写出了初稿，经出版社审阅后《激光》一书在 1974
年初出版了。这是由我国科技工作者编写的第一本关

于激光技术的图书，先前国内见到的两本关于激光技

术的图书，分别是由外国科学家撰写、外国出版社出版

的英文书，并且受当时条件的限制，读到它们的人也很

少，我们出版的这本书，在全国大范围内都有它的读者，

对激光技术进行了一次普及。此后，又组织编写出版

了《固体激光器》、《气体激光器》、《激光物理》等多种图

书，帮助我国进一步扩大激光技术推广队伍。

为了能够充分反映激光科学技术进展，及时报道

和交流我国激光技术在基础研究、实验探索和应用开

发中取得的新发展、新创造和新成果，推进我国激光技

术更好、更快地发展，《国外激光》编辑部提议出版一份

关于激光技术的学报类期刊，并由《国外激光》编辑部

组建一个新编辑部，专门做这件事，刊名就用当时出版

的那本书的名字，即《激光》杂志（《中国激光》前身）。

对于这个提议，上海光机所当时的领导也有相同的想

法，于是上报中国科学院，很快获得了批准，一份光学

领域的新成员——《激光》杂志正式开始向全国发行。

4　激光技术工作的好参谋，好帮手

《激光与光电子学进展》介绍的有关激光和光电子

某些专门项目的最新研究成果及其具体情况、发展趋

势以及综合评论等，助力我国激光科技工作者和管理

者及时吸收国外先进经验、加强借鉴、创新发展我国激

光技术和其开发应用。当今物理、化学、生物、医学等

学科以及机械、冶金、电子、信息、通信、交通、航空等行

业都利用了激光技术，然而，谁也不大可能在本职工作

之外有时间仔细深入查阅激光在各个方面的发展动

态，因此，《激光与光电子学进展》也就成为激光技术研

究与应用工作者的好参谋、好帮手，不少激光科技工作

者都以自身的经历谈了他们的这种体会。中国科学院

物理研究所一位老科技人员说，他长期从事激光技术

研究，1978 年开始研究染料激光器，关于激光染料和

染料激光器的几篇启蒙文章，就是查阅《国外激光》看

到的。后来，他在研究固体可调谐激光器时，《国外激

光》上发表的关于可调谐激光晶体、非线性光学晶体等

有关综述文章，又为他省了不少时间，其中的一些成果

对他也颇有启发。

激光技术属于高新技术，相关的基础研究、应用研

究和工艺研究迅速展开，花样层出不穷，日新月异，里

面确实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参考，赋予我们创新灵感，

《激光与光电子学进展》所介绍的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助力我们创新发展我国激光技术的力量，使我国激光

技术更好、更快地发展。大约是 1965 年末，上海光机

所一位从事 CO2激光器研究工作的年轻人，从《国外激

光》上看到一篇关于 CO2分子发射激光有关能级平均

寿命分析的文章，启发了他利用燃烧产生的 CO2气体

产生激光的想法，也就是后来的 CO2分子气动激光器。

华中科技大学一位教授说，我们激光所（室）的科技人

员翻阅《激光与光电子学进展》已经成为习惯，常常通

过它及时了解激光领域的新动态，而且常以此为依据

进行科研开题研究，引导科研的开展，并取得一个又一

个成果。他真诚地说，我们取得的成果都含有《激光与

光电子学进展》的一份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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