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会聚更多的光子
,

探索更深的宇宙空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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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已经使夭文学家有可

能去探测天体在整个电磁波谱中任何一个波段

的辐射了
�

但是光学波段作为
“

传统
”

的波段
,

迄今仍然是研究天体物理的基础
�

其主要原因

是宇宙中大量的物质以凝聚的
、

温度达数千度

乃至数万度的恒星形式存在着
。

当然
,

这也包

括了恒星集合的星系
�

它们的辐射主要集中于

光学波段
。

所以
,

大口径的光学夭文望远镜仍

然是天文学研究的主要工具
�

对于天文学家来

说望远镜的主要作用是收集光子
�

我们 知 道
,

收集天体光子的能力是和望远镜镜面的面积成

正比的
�

假如某一类天休有相同的光度
,

那么我

们能裸测到这类天体的极限距离就和望远镜 口

径成正比�当然
,

这里我们忽略了天体之间存在

的星际物质对光线吸收的影响 �
�

而且
,

夭文望

远镜还将天体成像
�

其空间分辨率也将和望远

镜 口 径成正比
�

当然
,

我们这里还假定了没有

大气扰动的影响和光学系统�包括镜面的磨制 �

是理想的
�

所以大 口 径也是提高观测质量的重

要条件
�

因此我们说 � 制造更大口 径的望远镜
、

会聚更多的光子去探索更深的宇宙空间 �

我国 目前最大 口径的光学天文望远镜就是

安装在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兴隆 观 测 站的

�
�

�� 米望远镜
�

它属光学天文联合 实 验 室 管

理
,

向全国和其它国家的天文学家开放
�

他们

可以申请使用时间
,

利用它来观测他们的研究

对象
�

它是由中国科学院南京天文仪器研究中

心和北京 自动化研究所研制成功
,

于 � , � � 年安

装并投人运行的
�

�
�

�� 米望远镜是一具反射式的望远镜
,

其

主镜由一直径为 �
�

� 米的玻璃磨制 而成 �其 净

口 径为 �
�

�� 米所以习惯称 �
�

�� 米望远镜 �
�

其

镜 面是一凹旋转双曲面
,

它与一 口径为 � � 厘米

的凸旋转双曲面镜组成了一个 �
一� 系统

�

当

它加上一透镜型的改正镜后
,

可以获得超过 ��

角劣的优 良像质的视场
�

这是一个 很 大 的 优

点
,

它比一般经典的 由旋转抛物面主镜和双曲

图 � �
·

� � 米望远镜的光路图

�‘ 主焦点
,

凡 � 卡塞格林焦点
, �‘ 拆轴焦点

面付镜组成的卡塞格林系统视场要大得多
�

卡

塞格林焦点位于主镜之后
,

它将随着望远镜运

动
�

所以置于这一焦点上的附属仪器均要挂在

望远镜上
�

对于一般的用于直接成象的固态探

测器组成的相机和中
、

低色散光谱仪
,

它们的重

量和休积都比较小
,

所以可以允许直接挂在它

的上面
�

那么对于重量和体积较大
,

特别是作

一些要求精度很高的高色散光谱工作时
,

光谱

仪还要求恒温
,

不随重力影响以免弯沉
�

那么

就希望有一个不随望远镜运动的焦点
,

笨重的

仪器就可以直接放到观测室内而且可以控制温

度等
�

为此就设立一个折轴焦点
�

在这一焦点

现代物理知讽



上的光线除了经过主镜和付镜两次反射外
,

还

要经过三块平面镜和一块扩束 镜 的 反 射
�

当

然
,

四次反射将带来光线的损失
,

这就是寻求

固定焦点所付出的代价
�

在图 � 中我们给出了

� �� 米望远镜的光路图
。

应该提到 的 是 卡 焦

焦比是 � � �
,

在焦面上一毫米相 当 于 角 度 为

���’��
�

而折轴焦点为 �� � �
,

亦即焦距为 �� 米
,

在焦面上一毫米相当于 ��’ �
�

我们知道地球在 自转
,

所以在地球上的人

看到天体是自东向西转动
�

为了保持天体在望

远镜的焦平面上稳定不动
,

我们就要求望远镜

也以地球 自转的速度从东向西转动
�

一个最简

单的办法
,

就是让一个轴和地球 自转轴平行
,

并

以地球自转的速度旋转
�

望远镜的这一轴就称

为
“

极轴
” �

当然
,

为了观测地平以上全天的星
,

还要求有一垂直于它的轴
,

即
“

赤纬轴
”

�

整个望

远镜是在计算机控制下工作
�

我们只要向计算

机输入要观测天体的坐标
,

那么望远镜和圆顶

的天窗将会 自动地对准这个天体
�

在增强 � � �

相机的监视器中就会显示出该天体和附近天体

的像
,

供你辨认确定
�

然后可将 它导到视场中

心作光谱 或成像等观测
�

目前
,

两米级的望远镜在我国乃至东亚
,

乃

是 口 径最大的望远镜了
�

但放眼世界
,

现在已

有十米口 径的 � � � � 望远镜和一 批 �一 � 米

级的望远镜
�

而且这些望远镜都装备了先进的

附属仪器
�

所以要让我国这一台
“

主力
”

设备充

分发挥作用
,

让我国的天文学家利用它能作出

世界一流的工作
,

我们必须让它的附属设备尽

最接近先进水平
�

望远镜作天文观测
,

基本上是分成两类
�

即

成像观测和光谱观测
�

为成像观测
, �

�

�� 米望

远镜已经配备了用先进的电荷祸合器件 �� � � �

作为探测器的相机
�

它的量子效 率 在 � �务 以

上
,

亦即有 �� 多以上的光子能通过它转换为电

信号
�

它比以前用于天文观测的照相底片效率

提高近 �� 倍
�

而且
,

经过模
一

数转换
,

它可及

时地送人计算机供观测者处理
�

我们现有的是

� �  � �  ! � � 个像素的 � � �
,

它和透过不同波

长的滤光片组合
,

使我们可以得到不同颜色的

, 卷 一期 �总 � � 期 �

天体像
,

并可以测量夭休的亮度
�

在卡焦上
,

它

可以一次得到 �’ � �’的天区的像
,

积分十分钟

可以得到 �� 等星的像
�

另外一个工作于 卡 焦

的重要附属仪器是中
、

低色散光谱仪
�

我们知

道通过对天休光谱的分析
,

就可以知道其化学

组成
、

物理条件 �温度和压力等 �以及运动情况 �

我们可以判断天休的属性
,

亦即它是属于那一

类天休
�

现有的光谱仪可工作 于 � � � �一 � �� � �

入波段
,

由不同的光栅来得到不同的光谱分辨

率
�

对于分辨率为 �
�

� 入�像素的光谱观测
,

积

分 �� 分钟可以得到 �� 等星的光谱
�

为了扩展

研究领域
,

目前我们正在研制一台用 ��
�

�� 红外

阵列器件组成的红外相机
�

在它投人运 行 后
,

我们就可以得到天体的红外 图像
�

它对于研究

埋在尘埃之中的刚形成的恒星将起到很大的作

用
。

一台高色散 的折轴光谱仪正在 观 测 室 安

装
�

它可以得到天体的高色散光谱
,

使得我们

对夭体
,

例如恒星的认识进人到更深的层次
�

同

时
,

为了改正大气湍流对于星像的破坏
,

现在发

展了一神改正大气波前的自适应光学系统
�

利

用它改正了被破坏的大气波前后
,

我们有可能

得到只受衍射极限限制的天体的图像
�

中科院

成都光电所研制成功的 �� 单元自适应光 学 系

统将安装于 �
�

�� 米望远镜的折轴焦点上
,

与红

外相机配合
,

可望在 �群� 波段得到由衍射极限

限制的 � �’’
�

� 的空间分辨率
�

如上所述
,

目前国际上已经有了 �� 米口 径

的和一批 � 米级的望远镜
�

但是天文学家得益

于天体的多样性和多变性
,

使得利用 � 米级的

望远镜仍然能作出一流的工作
�

当然
,

这要求

天文学家有更强 的课题思想
�

�
�

�� 米望远镜投

人运行近 � 年来
,

已经为国内外天文学家提供

一定数量的观测资料
,

作出一批 出色的成果
�

北

京天文台赵永恒博士和他的同事们合作正在作

� � �� � 卫星所得到的 � 一

射线源的光学证 记

和后随观测
�

他们通过成像观测 证 认 了 � 一

射

线的光学对应体
,

并用光谱去确定他们的属性
�

他们已发现了一颗类星体
,

它的 � 星等是 ��
,

� ,

红移为 �
�

��
,

它所发射的能量相当于 � � � ��� 倍



激光血管成形术及其临床应用

奇 云

�安徽省淮南职业医专
,

幼洲协��

的导管
、

器械
、

栓塞剂
“

介人
”

人体内部
,

以达到

一
、

研 究 进 展 特殊的诊断和治疗目的
�

激光血管成形术是利

自从 � �  ! 年梅曼制成第一台红宝石 激 光 用光导纤维
,

将激光器产生的热能
“

介人
”

动脉

器
,

实现 了卓越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的科学预 血管内
,

让血管内的粥样斑块气化
,

并使血管再

见之后
,

第二年激光就被用于眼科的视网膜焊 通
�

接
�

在此之后的 �� 多年间
,

激光的应用 日新月 激光血管成形术的研究及开发虽然只有近

异
、

突飞猛进
,

逐步发展成为一门应用十分广泛 �� 年的时间
,

而且 目前尚处在实验及临床研究

的科学技术
,

并且有 着极为广阔的发展远景
�

为 阶段
,

却展现了极其广阔的应用前景
�

此
,

激光被列为本世纪三大发明之一�与半导体 目前
,

激光血管成形术中常用的激光源有

和原子能相并列�

二
氨离子激光器

、

掺钦忆铝石榴石激光器
、

二氧化

激光技术之所以发展快
、

应用广
、

影响深
,

碳激光器及准分子激光器等
�

其中
,

以忆铝石

最主要的原因是
� 激光具有普通光无法比拟的 榴石激光器较为普遍

,

其主要优点是价格相对

优异特性
,

如亮度高
,

方向性
、

单色性
、

相干性好 低廉
,

输出功率可超过 � �� �
�

它的输出波长

等
�

就生物体而言
,

激光的能量被生物组织吸 是 � �“ 纳米 �
� � �

�

这一波长很容易 通过 光

收后
,

会产生一系列的生物效应
�

直接的生物 导纤维和水输 出
,

而血和血管壁正常组织吸收

效应有热效应
、

光化学效应
、

压力效应
、

电磁效 都较差
�

激光发射功率的选择受几方面因素的

应
、

生物刺激效应等多种
�

目前
,

激光已深人到 限制
,

激光功率发射高容易造成血管壁穿孔
�

而

医学科研和医疗实践的各个方面
,

一门崭新的 激光发射功率不足
,

则不能充分有效地气化血

激光医学新学科正在逐渐形成
,

并涌现出一大 管内血栓及动脉硬化斑块
�

连续形式的激光发

批医用激光新技术
,

激光血管成形术便是其中 射比间断脉冲式的更易造成血管壁穿孔
�

因为

之一 后者使血管壁组织得以在两次发射 间 隔 期 冷

激光血管成 形术是介人放射学的一个重要 却
,

以避免血管壁过度的热损伤
,

而造成机械及

组成部分
�

所谓
“

介人放射学
” ,

就是在医学影 热穿孔
�

除此之外
,

随着激光发射
,

光纤头前方

像学 �� 射线
、 � �

、

���
、

超声 �等的引导下
,

采 的碳化组织以及粘附在光纤头部的碳化组织的

用经皮经腔穿刺或通过某种原有通道
,

将特制 增多
,

都可以增加吸收光能而使激光的实际发

吸尹, 眨洲, 心尹勺吃尸勺吃尹勺‘勺屯尹公嗯� 仁匆匀兔产 , 仑尹句妙匀‘匀 店尹勺每 , 吃尹勺‘匀 电产句仑产匀 绝尹勺‘匀龟尹勺各勺岛司 公匀公
沪
勺公勺‘勺 绝尹勺妙勺贬� 勺臼匀 每

沪
勺屯产勺 眨� 勺公, ‘, ‘匀 色洲, ‘叹 绝尸,

太阳发射的能量或 �� 倍银河系发射的能量 �并 献
�

例如对赛弗特星系 � � � � � � � 的国 际 联

发现了一颗活动星系核
�

王力帆博士和他的同 测
,

和国际多台址变星联测网观测 中
,

它都发挥

事们则用 �
�

�� 米望远镜观测了超新星 �� � � � � 了重要的作用
�

� ,

首次发现了这个超新星爆发的不对称性和光 �
�

�� 米望远镜是对全国和国外夭文学家开

谱线出现的显著红移
,

并且对这一现象作出了 放的
,

已经有不少天文学家已取得资料并正在

合理的解释
�

利用 �
�

�� 米望远镜是东 亚地 区 处理
�

也有不少天文学家等待着利用它来得到

最大 口径的天文望远镜这一地域优势
,

使得它 所需要的观测资料开展研究
�

我们期望他们取

在作 �� 小时连续监视一些变化剧烈的活 动 星 得成功
,

也更希望更多的天文学家参加望远镜

系和变星的国际合作观测方面作出了应有的贡 时间的竞争并取得成功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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