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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学者对激光应用的实践与探索

一
1 98 6年国际激光会议学术活动片断

为了推动减光技术的发展
,

」

加强国际激光技木的交流
,

由美籍华人科学家主正平博士倡

导
,

中国光孚学会
、

减匕京光学学会和上海激光孚会等主办的主9 8 。年闰际激光会议
,

手五月六
日到五月二+ 二 日分别在北京

、

上海两地分区召开了
。

被邀请的 60 多位学者来自美国
、

英国
、

法国
、

西德
、

日本
、

瑞士荟咸大利
、

奥地利等‘ 都是国际激光科学技术领域出类拔萃的年青

实干家
、

博士或教授
。

币外学者共提交论文一百七十多篇
,

宣读约一半
,

有新型激光器
、

激光核聚变
、

激光光

谱学
、

激光化学
、

激光医李
、

激光通讯和光学信息处理等
。

展出了国外宾十多家厂商一百多

合件激光装置
、

元件材料相贪料燎片
。

这里立足兵器工业
,
对会议报告中有关的激光应用动向及前沿科学发展的情况作一概述

。

1
.

激光受控核聚变
。

在人为的控制下使能量慢慢释放的这种现象叫受控核聚变
。

现代

受控核聚变曾出现过几种方法
。

而激光受控核聚变由于装置小而简单
,

便宜又无放射性危害

而别具一帜
。

它除打开了能源宝库外
,

更重要的是模拟核爆炸
,

由于军事 目的的刺激各国每

年投资于激光核聚变的研究以亿美元计
。

上海会议作了重点讨论
,

有论文十多篇
,

目前大多

采用多路激光向心照射氖丸方案
,
动向是缩短激光波长

,

加大脉宽
,

用提高每路光能量来减

少激光路数
。

2
.

光谱学是研究电磁波和物质相互作用的科学
,

是人类认识物质微观世界的有力探测

工具
。

由于激光技术的引入使光谱分辨率提高了万倍以上
,

从而能用现代光谱方法对物质结

构
、

能谱
、

瞬态变化等进行深入研究
、

获得了用
一

经典方法无法获得的极为丰 富 的 信 息
。

所

以有人称激光引起光谱学一次革命
, 气

形成了一门新的科学—
激光光谱学

。

当前国内外这方

面的研究十分活跃
。

激光光谱学皋非京会议交流的重点
,

宣读论文美国五篇
,

中国四篇
,

西

德一篇
。

美国斯坦福大学汉斯教授的
‘氢的激光光谱学

” 和美国联合实验室霍尔教授的
“
应

角德颇激光器的趁禽分辫光谱学
”
两篇论文对高分辨光谱作了系统的介绍

,

反映了这个领域
,

的国际水平
。

关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布鲁尔博士的
“
特倪和超快光学退位柑

”
反映了把激光

光谱学应用于化学和固体物理动大学的研究情况
,

具有世界水平
。

美国耶鲁大学张国乃教授

关于 ‘分子吸附在金腐电极上所舟的表面增强喇受散射的发展过程
” 的论文很有特色

,

它把

激光测流场分布与计算拟实时分析联系在一起
,

引起与会者极大兴趣
。

3
。

激光化学是激光应用的又一前沿阵地
。

用激光分离同位素
,

是利用同位素的能态和
、

光谱性质上的差异即选择 , 只时某一同位素进行激发
,

而不激发另一同位素 的 适 当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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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受激发和未受激发同位素在物理性质或参与化学反应能力上的显著不同实现分离
。

狱会上瑞士洛桑化学物理研究所泊格先生的
“红外激光器用于选择化学和同位素分离

”
一文很

有水平
。

他通过实验证实了强红外激光可以用来分解多原子分子
,

从而出色的对铀
、.

氢
、

碳

等元素的原子核进行了选择性同位素分离
。

4
.

光纤通讯是这次会上又一主要交流内容
。

光纤即光导纤维
,

一种丝状玻璃体
,

表面

为镜面
,

光在其中多次反射而被传导
; 激光频率比微波高千倍以上

。

光纤通讯稳定
、

保密
、

抗干扰
、

结构轻小
,

已成为近代通讯系统一项重大技术突破
。

已用于军事
、

大型 计 算 机 网

路
、

飞机舰艇和车辆上电话线路的布线系统
、

连接水下声纳和水面浮标等方面
。

预计八十年

代中期电话
、

电视等现行的金属同轴电缆和毫米波通讯将逐渐被光纤通讯取代
。

美国麻省理

工学院伊齐基尔讲的
“光陀螺

” ,

利用多匝光纤干涉仪
、

环形激光器
、

被动环形谐振腔等光

学方法把光源作在回路之外
,

构思新颖
,

精度达到 0
.

0 0 0 4 5度 / 小时 (相当地球 自转千分之一

的精确度 )
,

是国际最先进水平
。

此外
,

他们介绍了光纤用在受激喇曼光纤计数器
、

压力传

感器
、

声学传感器
、

温度传感器
、

物体动态变化范围的光学传感器和利用法拉弟效应测量导

线中的电流等方面
。

其中有些是我们过去不知道或根本没想到的
,

对开拓眼界和研究思路很

有启发
。

美国空军武器实验室古恩瑟教授讲的
“几种新型激光触发开关

” ,

海军实验室林信春的
“光纤传感器

” ,

和宇航局及海
、

陆
、

空军均定有合同的美国梅卢大学卡萨森特的
“相干光

图象识别
”
等论文

,
都有很高水平

,

都是当前国际上激光应用研究的前沿和部分重要动向
。

这些都与军事目的密切有关
。

(据 21 2所温瑞棠稿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