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描光声显微镜及其对

亚表面结构的检测

扫描光声显微镜是七十年代末发展起来的新型显

微成象技术
,
几年来发展极为迅速

.

许多国家的重要

大学或研究所都先后建立起各种类型的光声显微镜或

光声成象系统
.

扫描光声显微镜是根据光声效应原埋设计的
,
主

要反映材料的局部热学性质
,

因此也称热波显微镜
.

由

于热波有一定的透人深度
,

而透入深度与光调制频率

有关
,

如适当调节频率
,
可改变透人深度

,

因此可以检

侧不透明材料表面附近不同深度的结构剖面
.

研究的

材料可以是无机的
、

有机的
、

塑料
、

陶瓷
、

金属或半 导体

等固体样品
.

南京大学声学研究所和物理系于 1 9 81 年研制成

功我国第一台光声显微镜
,

其表面成象的线分辨率优

于 2胖m
.

曾经对表面声波叉指换能器
、

集成电路及生

物样品等成象观察 ; 还对金属及半导体的亚表面结构

进行成象
,

观察到光学显微镜不能发现的亚表面缺损

以及其它不均匀结构
.

实验表明
,

本系统在研究集成

电路
、

生物组织以及对材料的非破坏性检测方面将发

挥重要作用
.

(张淑仪 )

声表面波器件用在卫星通讯中

则可用压控振荡器 (中心频率分别为 28 0 M H z

和 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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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
〔 ` ’ , “

交响乐
”
卫星上成功地使 用了某些声

表面波 ( S A、 v ) 器件来进行电视电话和语言通信
.

早

在 1 9了, 年
,

用 S A W 延迟线做成两种不同的解调器
,

在巴黎与 日内瓦之间进行了通信实验
.

随后
,
士 1 9丁6

年又用于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与当时在肯尼

亚内罗毕举行的 19 届教科文组织会 议之 间的 通信
.

1 9丁8 年以后
,

有两条采用 s A W 器件的卫星通信环路

投人正常运行
,

它们用在法国的普勒默一博杜和印度

洋上留尼汪岛的两河之间的通信联系
,

所用卫星是
“
交

响乐
”
国际通信卫星

.

S A w 器件在卫星通信地面站中的应用范围很广
,

图 l 概略示出可用 S A w 器件的部分
.

可以看出
, S A w

器件所能完成的功能包括滤波
、

变频
、

数字调制及解调

等
.

可应用的 S A W 器件有 : 延迟线
、

滤波器
、

振荡器

等等
.

用延迟线式 S A w 振荡器构成调制器
,
可获得双

相或四相 PS K (相移键控 ) 波形
,

振荡器频率为 28 。

卜r H z ,

温度稳定度在 1 0一 4 0 c0 范围内为 4 p p L、 、

(工作

频率 100 M H z

时测量 )
.

如用石英振荡器是无望达到

同一目的的
.

用作变频器的 S A W 器件是 S A w 压控振荡器
,

其基频可达 1
.

O 3 3 G I耘
,

只 需六倍频便可达到 6
.

2 G H
z

作发射信号的载频
.

其优点是调谐范围 宽
,

可 获得

士 。
.

2 G H
z

(倍频后 )
,

即 土 3
.

2% 的调谐能力
.

数字解调器用 S A W 延迟线实现
,

而相 卜解调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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