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了防患于未然
,

积极而深人地对山背波开发研

究已是刻不容缓的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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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小尺度湍流主要在四个截然不同的区

域内发生
,

而其 中最重要
、

也是我们最有兴趣的

就是发生在 E k m an 边界层 (高度在 Z k m 以内

的大气最低层 )中的山背波中
,

主要是由其中的

涡旋转子发展而成
.

最近的研究
〔2
0IJ 旨出

:
有许多种大气过程可

造成飞机事故
.

对飞行造成严重干扰以至破坏

的潜在源包括
: 无规湍流

、

对流性卷流
、

铅直对

流与水平气流的相互作用
、

高空龙卷漏斗柱
、

集

中的下曳气流
、

K e l v i n 一 H e lm h o l t z 不稳 定性

( K H I
,

一种流体动力不稳定性的形式
,

发生在

具有水平相对速度的两种不同密度流体的分界

面上 )
、

锋面边界以及障碍物与气流之间的多种

相互作用
,

其中主要的就是山背波
.

在这些过

程 中
,

有的是在一长时间内和 自由大气的大范

围内起作用的 (如 K H I)
,

有的则是在时间上为

瞬间地而在空间上为集中地起作用的 (如山背

波 )
,

它们对飞机造成损害的机理也有不同
.

如

无规湍流或小振幅波等的扰动可能会使长时间

地或频繁地暴露在其中的飞机机架产生疲劳而

最终
“

散架
”
; 另一些扰动

,

特别如山背波
,

则

可以在一次性的遭遇 中就使飞机造成严重的事

故
.

由此可见
,

山背波本身或通过其所形成的

C A T
,

对飞机是一种粹不及防的潜在威胁
,

只

有事先通过检测预知其存在才能采取相应的防

范措施
,

但这一点在国内至今未引起重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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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研究动态
“

时间反向声镜
”

法国 巴黎大学波与声学实验室的物理学家 M
: t h

-

i a s
iF

n k 及其同事经过多年的努力
,
最近发明成功一

种可将接收到的超声波反向发射回去的 装 置—
“
时

间反向声镜 ,’.

这个装置包括一个由近百条 1 /1 0英寸长的 薄 压

电片构成的线阵及一台计算机
.

当超声波入射到线阵

上时
,

压电片将接收到的声脉冲转换为电信号送给计

算机
.

计算机记录下每个信号是什么时候由哪个压电

片传来的
.

在千分之几秒的时间内
,
计算机对所接收

到的信号进行处理
,

将信号倒置地送回对应的压电片

上
.

犹如时间倒流一样
,

压电片由此发射出反向的超

声脉冲
.

由于超声脉冲的传播方向取决于每个压电片

应用声学

所产生的声脉冲的相互关系
, “
时间反向声镜

”
可以使

声波沿着它原来传播来的途径
,

精确地传播回去
.

F in k 的装置在医疗超声成像及工业超声探 伤上

可能有重大的实用价值
.

因为声脉冲回波中的主要部

分总是由一些不连续的界面所产生
,
由于各种非理想

情况的影响
,

由脉冲回波所形成的图像的质量往往很

差
.

如果重复应用回波反向过程
,

就可以增加超声图

像的清晰度
.

“

时间反向声镜
”
已成功地检测到钦铸件

中 1 / 5 0 英寸长的缺陷
.

有的医生认为
,

这种声镜可以

用于粉碎肾结石
.

(美国 s i e m e n s 一 Q u a n t u m 仪器公司 姜 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