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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离子体是 由大量相互作用但仍处于非束 各个领域中的广泛应用
�

低温等离子体技术近

缚状态下的电粒子组成的宏观体系
,

是和固态
、

年来以极其迅猛的势头进人了工业应用的各个

液态
、

气态同一层次的物质第四态
�

自然界的 领域
,

除去在传统的焊接
、

切割
、

照明
、

冶金
、

化

物质主要以这几种状态出现
�

工
、

磁流体发电等方面继续扩展其应用之外
,

在

人类对等离子体的认识开始于 � 世 纪 !∀ 微电子加工
、

光记录和磁记录技术
、

材料的表面

年代气体放 电管中电离气体的研究
,

到 # ∀ 世纪 改性
、

镀膜
、

超细超纯材料的制备等新技术领域

#∀ 年代
,

等离子体的基本概念和特征运动的时 都显示了独特的优越性
,

创造了极大的经济效

空尺度已基本建立
,

!∀ 年代到 ∃∀ 年代初在借鉴 益
�

与此同时
,

在臭氧制造
、

核废料和有毒物质

其它学科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建立了等离子体物 处理等环境保护方面也取得重大进展
�

方兴未

理的基本理论框架和描述方法
�

同时把其研究 艾的低温等离子体技术的广泛应用得益于多年

范围从电离气体
、

金属中电子气拓展到电离层 来低温等离子体物理研究 % 同时
,

这些应用又

和某些天体
�

但只是从 ∃∀ 年代起
,

在受控热核 都有力地推动着低温等离子物理研究的深入开

聚变研究和空间技术的巨大推动下
,

等离子体 展
�

物理才得到充分的发展并成熟起来
,

终于在 &∀ 等离子体研究开辟了高技术开 发 的 新 领

年代末成为物理界公开的一个独立分支科学
�

域
�

随着等离子体物理研究的深人
,

等离子体

近 �∀ 多年来
,

在基础工业和高技术领域中低温 研究领域从原来的中性等离子体扩展到非中性

等离子体科学的广泛应用
,

更推动了等离子体 等离子体
,

由于认识到非中性等离子体∋电子等

与其它物理及基础学科
、

技术领域的相互渗透 离子体
、

离子等离子体 (与中性等离子体一样具

和交叉
,

从而增强了等离子体科学和相关技术 有集体效应并掌握了其规律
,

引起了一批崭新

在国民经济中的影响
�

的具有革命性意义的高技术项 目的出现
,

如具

等离子体研究促进了低温等离子体技术在 有数十吉瓦量级的高功率微波器件的开发
,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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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工程人员
、

技术人员和手工工匠的聘用方面 美国和欧洲的研究所的情况界于上述两种

的政策存在很大的差异
�

极端情况之间
�

他们的政策是自己生产样机
、

提

在 日本
,

研究与工业方面的合作有明确的 出新的加速器方案并自行生产加速器部件
,

因

政策
,

因此
, ∗ + ∗ 实验室只聘用很少的工程技 此

,

他们的研究所也具有相当大的生产能力和

术人员
,

没有聘用手工工匠
�

实验室的运行
、

元 技术能力
,

并经常利用这些条件从事研究发展

器件及装置的生产
、

样机的建造完全 由工业界 工作
�

但欧洲的趋势则是妥确定地增大工业的

承担
,

实验室及有关大学负责提出产品规格和 投人
�

设计要求
�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

技术转让自然 地域方面的这些方式上的不同是国际未来

就不成为一个问题
�

这种安排的优点在于科学 加速器委员会 ∋,− ./ ( 最感兴趣的研究课 题

家们能充分受惠于工业界的经验和设备
�

之一
,

每一种方式都有 自己的长处
�

是否存在

中国和俄罗斯的研究所则是另一种 情 形
,

一种最好的方式
,

抑或是否可以提 出一种折衷

他们自身都有很大的生产能力
,

因而能在所内 的解决方案
,

人们只能拭 目以待了
�

生产出所需的大部分材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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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机多媒体技术在演示教学中的作用

彭宏庆 南秀华 郑成君
∋石家庄军械工程学院 ∀∃ ∀ ∀ ∀ ! (

教学实践表明
,

采用课堂演示教学可明显 与传统的微机相比
,

多媒体微机需要处理

地刺激学生听课的注意力和求知欲
,

使抽象问 声音和图像信息
,

这类信息处理的特点是数据

题浅显化
,

有着丰富良好的教学效果
�

但限于 量大
,

而且要求具有实时性
�

实时图像和声音

以前的技术条件
,

我们已明显地感觉到课堂演 的处理需要有高速处理器
,

宽带数据传输装置

示手段还过于单调和落后
,

难以充分满足课堂 及大容量内存和外存等一系列硬件环境支持
�

演示内容多
、

时空范围广的要求
�

多媒体微机 这与 目前微型计算机所能提供的硬件环境产生

技术实现了将文字
、

数字
、

声音和图形图像等多 了相当大的矛盾
�

为了扩大外存容量需要采用

种媒体的统一管理
,

为改进课堂教学演示手段 − ; 一1 3 < 光盘存贮器
,

解决传输频带宽度问题

展示了光明的前景
�

的通用办法是对图像和声音进行压缩编码和解

一
、

微机多媒体技术 的主要特征 编码技术
�

从软件来看
,

多媒体技术除了需要

多谋体技术又称多媒质技术
,

是  ∀ 年代计 多任务实时操作系统和窗口 系统支持外
,

还需

算机的一种特殊功用
�

以前的计算机只能处理 要一个软件环境来统一管理多媒体信息
�

多媒

数字和文字
,

而多媒体技术使得计算机除了能 体微机的最低规格要求是
=

处理数字和文字之外
,

也能处理声音
、

图形和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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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
�

使用多媒体技术还可使计算机与音响
、

电
�

1 / < Ε< Φ

视
、

录像等设备相结合
,

组成各种强大的功能系
�

视频输出 Γ Η / 显示器

统
�

多媒体演示系统是把文字
、

声音
、

动画
、

图
�

软驱 8
�

99 <Φ

像
,

特别是运动图像∋影视图像 (存放在光盘 ∋磁
�

硬驱 !∀ < Φ

盘 ( 中
,

在播放时
,

通过人机交换方式进行选
�

光盘规格 − ; 一 1 Ι <

择
,

通过显示器显示图像和通过扬声器播放 出
�

声音规格 : 位 ϑ样本
,

音乐合成

声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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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体技术能够将电视式的视听信息传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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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媒体版 (

能力与计算机的交互控制功能相结合
,

创造 出 在很多演示系统 中
,

还配置了触摸屏
,

以方

集图文
、

声像于一体的新型信息处理模型
,

使计 便用户 ∋特别是不熟悉计算机使用的人 (使用
�

算机多媒体化
,

具有数字式全动态
、

全屏幕播 实用多媒体演示系统有两大类
=
一类是在

放
、

编辑和创作多媒体信息的功能 %具有控制和 显示器上显示的图像
,

不包括任何运动图像 % 另

传播多媒体电子邮件
、

电视会议等视频技术新 一类则是包括了运动图像
�

这两类系统的构成

范围的应用 % 具有计算机与家用电器一体化的 以及所需要的制作工具等方面有很大的不同
。

多种功能扩展
�

多媒体技术是一项综合性的技 前者用图片和声音来达到演示的目的
,

由于没

木
,

涉及到极其宽广的专业范围
�

有引人运动图像
,

所以占用的存储空间量不大
,

微波直至紫外波段可调的 自由电子激光装置的 而生
�

这些基于等离子体物理基础研究的高技

成功建成
,

利用带电粒子束中等离子体波的强 术项目
,

有的已见成效并有可能在能源
、

国防
、

场胭速粒子的各种新加速器概念的提出等应运 通信
、

材料科学
、

生物医学中发挥重要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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