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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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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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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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01 22 第 ∋3 期上
�

本期还刊载鲍希茂先

生有关文章
,

请读者注意
�

!怀英 &

·

书面座谈
·

为什 么 与诺贝尔物理笑无缘
曹淑江!山东临沂教育学院

,

讲师
, 4 5 6 ( ( 7 &

范开秀!中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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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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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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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跟踪控制
、

状态监测系统 8 !7 & 9 9: 图象采集
、

处理

与记录系统 8!; &主动光学
、

自适应光学测控系统 8 !, &

同步卫星数码遥控观测系统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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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小体

积千涉仪 8为达到等光强干涉
,
干涉仪室!如图 <& 远离

;
�

7 米镜
,
使 ;

�

7 米镜成象光束衰减
,

再用光阑调节
,

使与 4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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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次反射
,

使棱镜架程

差补偿长度缩短到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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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恒星光干涉仪光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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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电陶瓷驱动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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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 相机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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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镜 8

圆往导轨支承与导向棱镜架
,
用步进电机驱动 中, 。, 2Γ

摩擦轮传动
�

寻星时棱镜架移动速度 Φ
、

二 ∋ Β(   Η
Ι ,

跟踪恒星时 Φ Ι ? 4户 Η
/

!用微步电机和电细分&8 为

达到补偿程差 又Η ∋。要求
,

用压电陶瓷拖动光楔作 ‘。

。
�

( ∋ 4胖 的微调
�

为满足两光束不平行度 ϑ 。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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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 米光学红外望远镜
,

再

与 4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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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

年建成
�

现代物理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