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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
,

综合国力居巨

界第六
,

辽阔沟国土

是主球联机观浏中不

可少的一环
,
为发展

我国天文 和 航 天 事

业
,

继续对世界天文

学发展作出贡 状
,

必

须与世界各国同步发

我国在响千平前已发明圭表来观浏太阳
,

以后又

发明地平
、

赤道和黄 泣经纬仪
、

象限仪
、

简仪
、

浑仪和天

球仪等
�

这说明我国在很早就进行了天文研究
,

用以

指导人们的生产和生活
�

新中国成立后
,

我国已 自制

了 ∀
�

#∃ 米和 #
�

%∃ 米等望远镜
,

较以前有了一些进步 &

但随着人们对宇宙深空间星系和恒星的形成
、

分布
、

结

沟和演变的进一步研究
,

对地球的形成与演变及其对

人类影响的探索
,

这些望远镜已不能满足要求
�

宇宙

中是否有生命体及人类能否在宇宙中长绷生活
,

尤其

是能否利用月球和火星进行采矿
、

无重力和无污染的

生产
、

无引力发射台和毛大气湍流的天文观测站 &云体

剧烈活动产生机制反其对人类的危害 & 巨大能量及其

产生原理能否为人类所利用
,

成为人类新的能源等一

系列重大课题
,

急需天文和航天学家们去研究
�

为此

各国竞相研制大型望远镜
,
以观测更遥远

、

更小和更暗

的星体 & 进一步发现新天体
,

测定其形状
、

大小
、

坐标和

运动
,

并用更高分辨率未仔细研究其精细结构和姿态
,

通过测光和光谱分析等来进一步揭示其物理和化学性

质等
,

使人类能进一步认识和利用宇宙
�

为此美国投

资几十亿美元建 ∀ 台 #∋ 米镜
, % 台 ( 米镜 & 欧洲南方

天文台建 ) 台 ( 米镜 &英国和 日本各建 # 台 ( 米镜 & 甚

至印度也要建 # 台 ∗ 米镜
,

争取都在 ∀ ∋ 。。年完成
�

展我国的大型望远镜
�

根据我国财力
,

技术力量和设

备条件
,

提出先建设一台 )
�

+ 米光学红外望远镜
,

再与

∀
�

#∃ 米望远镜用真空管道联机光干涉
,

其作用约相当

于 ,∋ 余米口 径望远镜的分辟率
,

如图 # 和图 ∀ 所示
�

这个方案造价低
,

结构简单
,

可以争取在 ∀ ∋ ∋。年 建 成
)

�

+ 米望远镜
,

以满足天体物理
、

天体测量和空间天文

研究的需要
,

使我国天文学整体水平尽快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
�

熟熟熟熟熟熟窿窿−−− ���

图 ∀ 光学综合口径望远镜观测站

∀
�

#∃ 米望远镜圆顶 & ∀� 厦星光干涉仪室 &

+
�

电梯 & )
�

斗
�

+ 米望远镜圆往方顶室

)
�

+ 米光学红外新技术望远镜方案

目前各国 已完成 +
�

, 米以上单镜面望远镜有以下

## 台 .

图 − 恒里光干 涉系统与非相干光集光系统原理

我国是世界天又学发展最早国家之一
,

国际威望

/ 作者
,

中国科学院 南京天文仪器研制中心
,

邮编 ∀ #∋ ∋ ) ∀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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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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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

光学红 外 望

远镜

揣 角接

触轴承 & ∀� 俯

仰齿轮传动 &

+
�

0八# ∃ ∋ 1

单列 向 心 轴

承 & )
�

黑
推力球轴承 &

%� 方位 齿 轮

传动 & ‘
�

方位

摩擦支 承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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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造价降 低
,

结 构 简 单
,

体 积 小
,

便 于 在

4 “, 5 67 8 焦点安装大型光谱和光度等观测仪器
,

决定

采用图 + 地平式结构
,

其主要技术指标为 . 口 径 )
�

+

米 &总重 # (∋ 吨 &俯仰轴高 0 米 & 圆柱方顶观测室总高
+ , 米 &俯仰范围 。� 0 , “ & 旋转部分高 #∗ 米

、

中∀∋ 米 &

方位范围 士 ∀ ∗ ∋ 。 &主镜材料零膨胀微晶玻璃 &跟踪精度
。

�

∀’
’

八∋ 分钟 & 主镜形状厚 # ∋9 5 弯月形镜 & 指向精度
士 #

�

%” &光电导星精度 。
�

#
‘’ �

为适应多用途需要
,

采用如图 ) 的多焦点系统
,
用

主焦比 :; ∀
,

耐焦比 : ; # + 的大集光力 < 一= 卡 塞 格

林系统
�

主副镜为双曲面
,
有三片型改正镜

,

视场 # “
�

重 +
�

∗ 吨弯月形主镜用 “ 个主动光学补偿器控制
,

并

用 >8 ? 9 ≅ 一 1 ? Α 7 5 ? Β Β

波前探测器Χ∃ ( 个微透镜和 9 9 Δ

面阵 Ε使面形精度测控在 又; ∀∋ 以 内
�

主焦点可探测极

遥远
,
极暗弱的大视场天体

�

扩大观测波段到 #邓5 作

红外巡天和星图
,
暗源光度测量和光谱分析

,

及对空间

目标监测与跟踪
,
以提高利用率

,
可在白天和明月夜观

测
,

设卡焦系统
,

焦比 :; # ,
�

第一耐焦设 0∗ 单元自适

应补偿变形镜与 >8 . 9 ≅ 一1 Φ Α 75 ?

ΒΒ 波前探测器
,

可在

#
�

%一 巧拜5 红外区作波面误差补偿以提高像质
,

可作

接近视宁静度极限的高分辨率精细结构图像观测
�

第

二耐焦设 == Δ 相机及导星装置
, Γ Η 监控

,

光子计

数器
,

偏振计
,

多目标多光纤摄谱仪及高分辨率光谱仪

等
�

折焦系统焦比 :; + % ,

设 = = Δ 相机和导星装置 ,

阶梯光栅摄谱仪和 Ιϑ Κ Α Φ 6 一Λ “Α Φ7 干涉仪等
,

可作较

亮恒星高分辨率图像观测及高色散
,

高分辨光谱
,

光

度等测量
�

通过真空管道可将质量好
,
无畸变星象与

∀
�

#∃ 米镜星像叠合在 = =Δ 相机上
,
用多次成像

,

计

算机叠加图像可进一步增强照相光度
,

提高观测星等
�

将星像传到光干涉系统可得 #∋ 余米 口径分辨率图像
�

为便于大视场巡天
,

在中间块侧面设 #%
Φ 5 寻星镜

,

焦

比 : ; %
,

视场 ) ∋ ,

倍率 ) ∋ Μ
�

−

∀

! +

叉叉叉冈冈

万一一
‘+

图 ) )
�

+ 米光学红外望远镜光学系统

#
�

主焦 = =Δ 相机 & ∀
�

改正镜 & +
�

副镜 & )
、
∃

�

耐焦
= 9 Δ 相机 & %

�

自适应变形镜 & ∗
�

0
�

> 8? ϑ ≅一1 ? . 7 5 ? Β Β

波前探测器 & (
�

主动补偿器 & #∋
·

卡焦 == Δ 相机 &

# #
�

折焦 = =Δ 相机 & #∀
�

真空管道 & #+
·

干涉仪

∃ 卷 ∀ 期 Χ总 + ∀ 期 Ε

图 , 同步卫星编码遥控观侧系统

#
�

)
�

+ 米望远镜 & ∀
�

= = Δ 相机 & +� 同步卫星 &

)
�

发射天线 & %� 接收天线 & ∃
�

,
�

图象处理 &

∗
�

数字编码 & (
�

译码

望远镜智能化程度高
,

使用方便
,
可自动对各种条

件参数优选
,

对观测结果可作数据处理
、

分析
、

辨认
、

选

择和决策等
�

可用同步卫星作数码遥控观测
,
如图 , ,

使全国各天文台的天文学家可在自己实验室作遥控观

测
,

共享大望远镜成果
�

为保证望远镜有恒动 跟 踪
、

快
、

慢和微动
,

并可全自动
、

半自动和手操纵
,

故采用多

微机并行控制系统
,
因为它功能强

,

精度高
,
自动化程

度高
,
体积小Χ用软件代Ε

,

价格便宜
�

因软件分散
,

运

行计时充裕
,

并不会因一机故障而全面停止运转
,

因有

备用微机
,

可立即掉换坏机
,

使全机立即恢复正常运

行
�

运行中维护方便
,

在有新的微机问世时
,

更换方便
,

控制系统可分为. Χ约操作
、

监控与显示系统 &Χ∀ Ε指向



·

封面说明
·

发光多孔硅

花鸟图

由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鲍希茂先生提供的

发光多孔硅图形—花鸟图
,

是他们采用中国

民间剪纸
,

通过集成电路技术与多孔硅技术制

成的精美图形
�

据介绍
,

其实际尺寸为 Ν 5 5 , ,

图中鸟身与花是多孔硅发出的光
,

呈红
一

黄色
�

这种发光图在世界上尚属首次
,

显得尤其珍贵
�

最近
,

南京大学鲍希茂等学者做了横断面电镜

ΧΟ Γ Π Θ Ε 研究
�

采用离子注人制出多 孔 硅 发

光图形
,

有关文章已于去年 #∋ 月刊登在 Ρ Λ Σ3
、

Σ8 6> 、

Τϑ 77 第 #( 期上
�

本期还刊载鲍希茂先

生有关文章
,

请读者注意
�

Χ怀英 Ε

·

书面座谈
·

为什 么 与诺贝尔物理笑无缘
曹淑江Χ山东临沂教育学院

,

讲师
, ∀ ∗ ∃ ∋ ∋ + Ε

范开秀Χ中学教师Ε

根植中国土地上的物理研究与诺贝尔 物 理 奖 无

缘
,

教育方面的原因是不容忽视的
�

一个人所受的教育决定了他后来的思维模式
、

思

维素质
、

创新意识等
�

在物理教育中
,

我们注重传授系

统的物理知识
,
学生死念书的现象十分普遍

�

学生始

终被考试支配
,

自觉不自觉地为考试而努力
,

而考试所

需的能力与科研中的创造能力并不一致
�

这样培养的

学生基本知识扎实是事实
,

但因循守旧
、

缺少创新意

识
,

独立思考问题能力差
�

这样的教育对大多数学生

来说还是合适的
,

但对少数善于独立思考并有潜力的

学生来说则是一种负担
、

一种压抑
,

不能使这些学生的

长处得到发展 &而研究者独立思考能力的大小
、

创新意

识的强弱决定着他们的成果
�

另外 , 我们的物理教育过分强调了理论的深广
,
忽

视了从自然现象归纳物理规律这一点
,
忽视了学生物

理直觉能力的培养
,

没有设法使学生进一步建立相关

的价值体系
,

明确各个定理规律的实质及重要性
,

尤其

是在大学物理教育中这一点更为普遍
�

口协口 认口 心口龟口协口勺口弋、口心口 勺口勺
�

口估口丈、乙∗勺 口色口马口
,

奋 口协口 心口 么口色口协口协口协口协口协口协口协口龟口龟乙气拍夕协口勺口弋、口么口 龟口 协口协口 么乙产洛口勺口吃、口色口协口勺 口劝口勺口劝口心

与跟踪控制
、

状态监测系统 & Χ+ Ε = =Δ 图象采集
、

处理

与记录系统 &Χ) Ε主动光学
、

自适应光学测控系统 & Χ, Ε

同步卫星数码遥控观测系统 &Χ的光干涉测控系统等
�

恒星光千涉系统方案

为减少杂光和大气湍流影响
,

降低造价和便于建

一个地基好
,

防振且恒温的干涉仪室
,

设计如图 ∃ 小体

积千涉仪 &为达到等光强干涉
,
干涉仪室Χ如图 ΥΕ 远离

)
�

+ 米镜
,
使 )

�

+ 米镜成象光束衰减
,

再用光阑调节
,

使与 ∀
�

#∃ 米镜等光强
,
以提高干涉条纹对比度

�

用对

光衰减少的反射式角隅棱镜作 ∃ 次反射
,

使棱镜架程

差补偿长度缩短到 Τ “
Κ Ο ϑ Φ > >

∃

( ∋ Ο ϑ Φ > ) Φ

# ∋
�

∀ 米
,
这里设两台望远镜间基线距 Κ

∃

ς (∋ 米
�

用

潜
乙ς Ω

# ∋沱5

图 ∃ 恒星光干涉仪光学系统

Ξ
。

白炽灯 &

倍增管 & %

探测器 & 0

∀
�

1卜4 ϑ 激光器 &
·

狭缝 & ∃� 滤波器 &

+
�

针孔 &

∗
�

快门 &

)
·

光电
(

�

3= =Δ
·

压电陶瓷驱动 & #∋
�

3== Δ 相机 & ##

Γ Η 监视 & #∀
�

目镜 &

圆往导轨支承与导向棱镜架
,
用步进电机驱动 中, 。, 7Β

摩擦轮传动
�

寻星时棱镜架移动速度 Η
、

二 # %∋ 5 5 ;
. ,

跟踪恒星时 Η . ς ∀户5 ;
>

Χ用微步电机和电细分Ε& 为

达到补偿程差 又; #。要求
,

用压电陶瓷拖动光楔作 ‘。

。
�

∋ # ∀胖5 的微调
�

为满足两光束不平行度 Ψ 。
�

∀
’‘

要

求
,

除两台望远镜同步跟踪一颖被测星外
,

再用压电陶

瓷调直角棱镜倾角
,

即可得到包含天体表面光强分布

信息的干涉条纹
,

从条纹的幅度和相位可测出恒星位

置
,

角直径和双星间距等参数
�

在目前尚无优良台址前
,

为节省经费和尽快赶上

国际先进水平
,
在兴隆站建 呼

�

+ 米光学红外望远镜
,

再

与 ∀
,

#∃ 米镜联机的光学综合 口径望远镜
,

可满足天体

物理
,

天测和空间天文等急需
,

一定能在国际联测中为

全球天文学作出贡献
,
促进高科技事业和天文仪器研

制技术进一步发展
‘

相信全国天文和科技界的专家和

领导会支持这个项目尽快上马
,

相信在团结协作的基

础上经过共同努力
,

我国的大型望远镜有可能在 ∀ ∋ 。。

年建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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