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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学弹药是国外刚开始研究的一种反光电传感

器新概念武器技术
,

是非致命性武器之一
,

美国由于

越来越多地卷人各类维持和平与人 道主义援救行

动
,

考虑到政治与战争的特别需求
,

开始特别关注非

致命性武器
,

正在投人大量资金进行非致命性武器

研究
。

美国国防部确定非致命性武器发展优先次序

时
,

把反传感器光学弹药排在首位
,

第二位是反人员

光学弹药
。

所谓反传感器光学弹药就是采用弹载方式
,

将

一种光学弹药发射到敌方阵地上爆炸产生强烈的闪

光 �相干光或大功率非相 干光 !
,

通过破坏敌方作战

平台光电传感器
,

使敌整个作战平台丧失探测与控

制功能
。

所谓反人员光学弹药就是采用手抛方式
,

也可采用弹载方式
,

将一种光学弹药投掷到敌方阵

地上爆炸产生强烈的闪光 �一般为非相干光 !
,

通过

致眩敌作战人员眼睛
,

使 敌方作战人员眼睛在几十

秒到几分钟的时间内丧失视觉能力
。

一
、

光学弹药的物理基础

根据国内外光学弹药发展研究分析
,

目前主要

有全向辐射光学弹药和定向辐射光学弹药两种
。

 
∀

全向辐射光学弹药的物理基础

全向辐射致眩干扰器发 出的是非相干光
,

可采

用在炮弹内装置 中空锥形炸药
,

并在 中空部分充满

氨
、

氖
、

氛等惰性气体
,

均匀引爆炸药后产 生高温高

压气体
,

形成温度高达几千度的等离子体
,

从而产生

极亮的闪光
,

这种 闪光光谱从紫外到近红外波段转

变
,

但主要集中在可见光波段
,

这种闪光可造成人眼

长达几分钟的失 明状态
,

对红外夜视等光电设备也

有一定的干扰效果
。

我们知道
,

一般气体放电发光光源主要依靠 电

激励发光
,

即 自由电子被电极外 电场加速
,

当运动的

电子与气体原子或分子碰撞 时
,

电子 的动能就传递

给原子或分子使其处于激发态
,

当处于激发态 的粒

子回到基态或由高能级向低 能级跃迁时
,

所吸收的

能量就以光 的形式辐射 出来
。

但在高温条件下
,

气

体发光的主导因素是热电离和热激发
。

对惰性气体

� �

而言 �如氢气 !在高温情况下可使惰性气体粒子快速

运动
,

由于相互碰撞可 以使气体粒子的动能变为激

发能和电离能量
。

由萨哈公式
。 , 二 #尸

, ∃%& � 一 。￡∋

( ) !∋ 尸 可知
,

电离度随气 体温度升高而增加
,

随气

体压强而降低
。

但 当用炸药冲击波压缩加热惰性气

体时
,

随着气压的增加
,

粒子密度也急剧增加
,

粒子

间的相互碰撞频率也急剧增大
,

从而大大增加 了电

离速度
。

目前 国内外通用的几种典型炸药爆温为∗+  ,( −

.� ++ ( 左右
,

从几种典型炸药爆 温数据分析
,

采用炸

药冲击波把惰性气体加热到几千度是可行 的
,

这样

就可使惰性气体 电离形成几千度的高温高压等离子

体发出强烈闪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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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向辐射光学弹药的物理基础

对相干光定向辐射干扰器
,

其原理与全 向辐射

干扰相似
,

但为了使能量的大部分集 中在一个方向

施放
,

并产生单次激光
,

必须改变炸药位置设置和增

添染料棒
,

如在炸药的中空部分充满惰性气体
,

染料

棒沿弹丸主轴方 向安放
,

改变激光染料棒可 以改变

定向辐射器的波长
,

定向辐射单位立体角功率较强
,

可致盲人眼及包括激光测距机在内的光 电传感器
。

采用炸药冲击波快速加热惰性气体形成高温等

离子体发出均匀强烈闪光
,

用该脉冲闪光二次激励

激光染料辐射激光
。

光学弹药的炸药外套在周围的

很多线上同时被引发
,

在惰性气体层中形成一个压

缩冲击波
,

它朝着装置的对称轴方向运行
,

形成温度

高达几千度的等离子体
,

发出强烈的闪光
,

该闪光脉

冲激励由两个反射镜组成的谐 振腔激光染料棒
,

在

弹轴方向上发 出单次激光脉冲
。

其工作原理是将一些有机物染料溶解于乙 醇
、

甲醇等溶剂中作为激活介质
,

以获取最佳泵浦效率
,

通过选择不 同的染 料溶液
,

可 获取从紫外 �∗ ∗, / 0 !

到近红外 � 
∀

12 拌0 !的激光输 出
。

但液体染 料在定

向辐射致眩干扰上应用
,

由于 弹载方式及炸药 冲击

波 的压力冲击和温度冲击 的影响
,

应用技术难度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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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哪一个更基 本
。

事实上
,

正由于中微子 的质量

本征态不同于其味道本征态
,

才导致 味混合和 中微

子振荡现象
。

举例说来
, , 。

可 以表达成
。 , , , �

和 , ∗

的线性组合
,

反过来
, ,

也可以表达成
, 。 , , ,

和
, 4

的

线性组合
。

联 系中微子质量与 味道本征 态的 ∗ % ∗

矩阵即是轻子味混合矩 阵
,

在 两代 中微子情形下首

先由坂 田等人于  35� 年引人来讨论 咋 。 , 。

振荡 的

物理机制
。

.
∀

物理学家认为
,

这第 四味的中微子的性质很

古怪
。

除了它有质量而参与万有引力外
,

它既不参

与强相互作用
,

也不参与任何 弱相互作用
。

人们把

它叫做
“

呆傻 中微子
”

�67∃ 89 :∃ / ∃ ; 789 / < !
。

�彭文第七

节第七段 !

这一段 涉及 到
“ 6 7∃‘:∃ / ∃ ; 7五/ 。 ”

的中 文翻译 问

题
。

相对于
“ = ∃ 79> ∃ / ∃ ; 789 / < 6 ”

�活性中微子 ! , 。 , , ,

和

, 二 , “ 6 7∃五:∃ / ∃ ; 7五/ < 6 ”

不参加标准 的弱相互作用
,

但可

以和其他活性 中微子发生相互振荡
。

由于
“ , 7∃ 89:

∃ ”

一词本身并无
“

呆傻
”

之意
,

笔者认 为将
“

67∃ 89: “ /∃ ” −

789 /<
”

译为
“

惰性 中微子
”

更合适
。

2
∀

这种呆傻中微子的质量相当大
,

有人猜测它

的静止能量可能达到几个或几十个 ?∃ ≅
。

�彭文第

七节第九段 !

这句话的物理含义是不正确的
。

联系上下文可

知
, “

这种呆傻 中微子
”

意指用 于解 释 玲ΑΒ 实验而

被理论家引人的惰性中微子
。

注意 玲Α Β 中微子振

荡的质量平方差是在 :∃ ≅ “

量级
,

而大气和太阳中微

子振荡的质量平方差都远低于此量级
。

由于活性中

微子的静止质量都很小
,

最大不超过几个 ∃ ≅ �否则

会引起宇宙学上 的困难 !
,

其中之一与惰性 中微子质

量构成的 : ∃ ≅ Χ

量级 的平方差意味着该惰性中微子

的静止质量最大不会超过几个
∃ ≅

。

因而
,

为 同时解

释太阳
、

大气和 璐ΑΒ 中微子振荡实验所 引人 的惰

性 中微子必定很轻
,

其质量不可能达 到彭文所说 的

几个或几十个 ? ∃ ≅
。

事实上
,

目前的 中微子振荡实

验基本都不支持惰性中微子 的存在
。

璐Α Β 实验本

身是否正确
,

有待费米实验室的 Δ9 /9 Ε ,, ΑΦ 实验 的

检验
。

�上接 �� 页 !

大
。

为此
,

美国等 国家正在研制用塑料染料激光棒

代替有机溶液激活介质的激光器
,

材料选取及安装

加固设计充分考虑 了弹载方式及冲击波压力和温度

影响等方面因素
。

二
、

光学弹药作战使用特点

光学弹药作为一种新型反人员
、

反传感器技术
,

由于可以采用弹载发射方式
,

可远距离攻击敌方作

战平台及作战人员
。

因此
,

比强激光武器具有更强

大的纵深打击能力
,

有着十分广泛的军事应用价值
。

对炮射远程攻击 的光学 弹药
,

在敌阵地爆炸后

发出强烈的闪光
,

致盲或致眩破坏敌方武器系统的

光电传感器和作战人员眼睛
,

使之暂时丧失战斗力
,

其特点为
4

纵深打击能力强
,

可用于攻击几千米至几

十千米的敌纵深 目标 Γ 引爆性能好
,

它不在瞄准线 内

工作
,

不容易暴露 目标 Γ 使用灵活
,

可采用多种发射

方式
,

操纵如发射炮弹一样灵活简便
Γ费效 比低

,

一

枚通用性反传感器光学弹药与一套强激光武器在研

制费用上是无法比拟的
,

但通用达到致盲
、

致眩敌武

器系统光电传感器
,

降低该武器系统作 战效能 的作

用
。

对投掷式近距离攻击的光学弹药
,

一般以致眩

手榴弹为主
,

主要攻击 目标是敌方作战人员
,

与激光

致盲枪相比
,

激光致盲枪使敌方作战人员造成永久

性损伤
,

是将被禁止使用 的武器之一
。

但这种光学

弹药则仅仅使敌方作战人员短期 内失去视觉能力
,

几分钟后可恢复正常
,

具有较佳军事应用价值
,

战术

应用像任何投掷式武器应用一样灵活
。

光学 弹药的作 战功能是干扰敌方作战平 台的
“

眼睛
” ,

使敌方作战平台看不见我方 目标
,

有效降低

敌方作战平台的作 战效能
,

具有远距离纵深作战
、

战

术应用灵活和研制成本低等优势
,

因此具有更高 的

军事实用价值和更广泛的军事应用前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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