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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在四十周年所庆之际，所领导泱定编纂《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志》。经过两年多的

努力，终于完成了。这是上海技术物理所的一件可喜可贺的大事。

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建立于1958年，是为发展固体物理和固体电子学

新兴学科领域而创办的科研机构。1964年进行方向任务调整后，全所转向红外技术与

物理研究，从而成为专业的红外研究所。

红外技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一些科技先进国家发展起来的。由于它在军事上

有重要而独特的应用，它的研究与发展工作一直处于极其保密的状态。直到1959年9

月，美国才以两个学术期刊的专刊形式第一次公布他们在红外技术领域的部分研究与发

展工作。这时红外技术已经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这一技术的重要性在我国被逐渐得到
认识，并在一片空白的基础上起步。1962年，红外技术作为重点学科被列入国家科学

发展规划，由此催生了我国发展红外技术的一个重要举措，即中国科学院作出决定：把

中科院半导体所和物理所的红外科研力量分别调整到上海技术物理所和昆明物理所(当

时属中科院)：这两个研究所以红外技术作为主要发展方向。因而导致了1964年上海

技术物理所的方向任务调整。

《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志》翔实地记述了上海技术物理所成长发展的历程。全所职
工发扬奋发图强、艰苦奋斗的精神，四十年来代代相承地辛勤耕耘、开拓进取，使上海

技术物理所与时俱进，由小到大，科研水平和实力跨上了一个又一个台阶，逐步发展成

为国内外知名的研究所，为我国科技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其创办初

期，曾对正在起步的上海半导体技术和工业的建立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从1962年涉足，

1964年转向红外研究以来的卅多年中，上海技术物理所在红外探测器及其材料的研制、

红外光电子物理的基础性研究、红外航空遥感仅器的研制、航空遥感应用、红外航天遥
感仪器和用于卫星姿态控制的红外地平仅的研制、空间科学实验仅嚣的研制、军用红外
靶场测试设备和焦平面热成像军用搜索跟踪、告警设备的研制，以及红外测温、测湿、

报警、热象、气体分析和在线光电检测等产品的开发及其在国民经济各行业的推广应用

等各个方面，为我国填补了一个又一个空白，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重大成

果，成为我国红外光电技术发展和应用的重要基地和骨干力量。

在这里应该特别一提的是上海技术物理所对我国航天遥感技术发展作出的重大贡
献。我国气象卫星技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风云一号”、“风云二号”气象卫

星相继发射成功，其在轨运行获取的气象图像资料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受到国际气象组

织的高度评价，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上海技术物理所研制成功的达到90年代

国际先进水平的“风云一号”气象卫星(A、B星)甚高分辨率扫描辐射计、“风云一

号一气象卫星(C星)十波段扫描辐射计、“风云二号”气象卫星多通道扫描辐射计，
是气象卫星的核心仅器。这些重大科技成果，为我国成功地自行研制气象卫星，及其走

向实用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解决了一系列重大的技术关键。众所周知，空间技术应用



的环境条件，对元部件和整机在轨性能水平、可靠性和技术先进性等各方面都提出极为

严格而全面的要求。这些重大科技成果的取得，全面显示了上海技术物理所的综合科技
优势和整体实力，是长期建立的全面而坚实的专业科技基础综合集成的结果，其中包括：

在红外探测材料及器件方面对当今最受重视的碲镉汞领域的系统研究基础上，研制成功
空间技术用碲镉汞红外探测器，为打破国外的封锁自行研制红外航天遥感仪器提供了关
键的核心器件：辐射致冷嚣和红外光学元部件等红外技术专用元部件技术的突破和实用

化产品的研制成功：红外整机设计和研制中一系列先进技术的成功开拓和应用。

《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志》全面展示了上海技术物理所成长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办所

兴所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紧紧围绕国家急需，以完成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为中心”是上

海技术物理所在进行研究所建设和实现自身发展中一以贯之地坚持的一个基本点，是贯
穿其四十年历程的一条主线。从这个基本点出发，根据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结合国情
所情，同时密切注视国际科技发展动态，确定发展定位，加强学科建设，构筑整体优势，

开拓进取，实干创新，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更高的定位和更宽的领域。从这个基本点出
发，在科研实践中培养锻炼队伍，不断提高思想、作风、技术素质，培育了“同心同德，

艰苦奋斗，顾全大局，大力协同，尽责敬业，精益求精”的优良传统，“求实、创新、

合作、守信”的优良所风。从这个基本点出发，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探索新的发展模式。
上海技术物理所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着眼于结构调整和机制转换，逐步形成基础性研

究、国家重大科技工程任务、科技开发和产业三块结构的有特色发展模式，使科技水平、
整体优势和综合实力大大提高，不但在红外光电子物理研究和完成国家重大科技工程任

务方面取得了一批国家级重大科技成果，而且在放开搞活科技开发的同时，成功地创办
了一批科技企业，形成了上规模、高效益、按现代企业制度管理的科技产业。三块结构

的发展模式，有利于我所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研究所的彻底转轨变型，进

行技术创新体系的建设，实现建成现代国家研究所的目标。

上海技术物理所的成长发展历程，是我国新兴科学技术及其研究机构成长发展的一

个缩影。《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志》不但是上海技术物理所的一份宝贵精神财富，而且

也是我国科技史文库中一部极具价值的史书。

作为一个老一辈科技工作者，在我国红外技术起步阶段，我就致力于红外领域的科

学研究工作。1964年遵照中国科学院的泱定，我带领半导体所的红外科研力量奉调来

到上海技术物理所，从此我个人的事业和追求就完全融入上海技术物理所的建设发展的

大事业中。对于《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志》的出版，我感到由衷的欣喜。这部书是全所

上下共同努力的结果，它的编纂和出版，得到全所广大职工的支持，许多同志直接或间
接地参与了这一工作。编辑部的几位同志在组稿、资料采集、编辑、组织协调等各方面

做了大量的细致的工作，他们还撰写了全书近1／2以上文字篇幅的稿件，对他们孜孜不

倦的工作精神和付出的巨大辛劳，谨致以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资治，存史，教化”，相信上海技术物理所的一代又一代新人，将十分珍视《上

海技术物理研究所志》这样一份宝贵精神财富，以史为鉴，继往开来，发扬办所兴所的

优良传统和作风，再铸辉煌。

玛窆忍 2001年8因



凡例

一、《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实事

求是的原则，力求全面、准确、如实地记述研究所的历史与现状，努力体现时代特色和

所情特色。

二、本志的时段为1958年(建所)至1998年，历时40年。修志过程，即1999年

至2000年中，所内发生的重大事件和重要活动的事实续补于本志之后，个别章节中也

有续叙。

三、本志采用述、记、传、图、表、照和录等体裁。图表随文设置，照片集中志首。

正文共八篇，每篇下设章、节、目、子目。横排门类，纵写史实。对明显交叉的内容，

以“参见”示出。

四、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经历了多次隶属关系的变化，所的名称也有过多次更换，

本志中统称为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在正文中为叙述方便，简称为“上海技物所”；此

外，有些专用名称，沿用历史上约定俗成的简称，如“中国科学院”简称为“中科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简称为“国防科工委”等。

五、本志行文中的标题、文字、标点、名称、时间、计量单位、注释、图表照片、

书写等均参照<Ck海市专志、区志行文细则(试行)》执行。为了便于查阅，图表均标

注三位数的序号：第一位代表篇，第二位代表章，第三位代表在该章中的图表序号。

六、本志按照生不立传原则撰写人物篇，革命烈士设英烈传；有关课题研究人员名

单按姓氏笔划顺序排列。

七、本志资料主要来自上海技物所综合档案室和由所内各部门提供，部分来自回忆

录、调查访问，文中均不注明出处。



《E海技术物理研究所志(简缩本)》
导读

《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志》全书分图片和正文两大部分，共756页面，正文文字70

余万字。此外，还编辑了址海技术物理研究所志(筒缩本)》。“简缩本”由志书的
“序”、“概述”、“大事记”和“科技成果”合成，约9万余字。“简缩本”概要

地记述了上海技物所40年的发展历程和主要科技成果。通过阅读“简缩本”，读者便

可对上海技物所有个基本的了解。欲要了解上海技物所40年的全面、详细的历程史实，

读者可阅读址海技术物理研究所志》。
为方便读者阅读“简缩本”，下面列出“简缩本”的主要目录：

概 述：1一-'22页

大事记：23～76页

科技成果：77-',-93页

附 录：《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志》目录，95"-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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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既述

概述3

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创建于1958年。

为了适应上海工业向“高精尖”发展及其对科学技术的需要，1958年10月中
共上海市委决定，在中国科学院(以下简称中科院)上海分院下，采取与高等学校、

工业部门合作的方式，建立一批有关重点学科的研究所。根据这个决定，上海技术

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上海技物所)由中科院上海分院和复旦大学联合创办，于1958

年10月28日正式建立，实行双重领导：经费、人员编制、业务规划由中科院上海

分院领导；日常的政治业务领导由复旦大学负责。建所之初，在行政建制上与复旦

大学物理系“所系合一”，由谢希德主持，边筹建、边开展科研。经过两年多的发

展，上海技物所从1961年1月开始单独建制，隶属于中科院上海分院；同时单独

建立党、团组织，受复旦大学党委领导(1965年划归中科院华东分院党委领导)。
1962年9月，在华东地Ⅸ科研机构调整后，改名为华东技术物理所，隶属于中国

科学院华东分院。1964年中科院决定，该所业务归口中科院新技术局。1968年3

月，上海技物所划归国防科委第十五研究院，称为十五研究院1510所，番号为中

国人民解放军南字834部队。1970年6月，又划回中科院，并恢复中科院上海技

术物理研究所的名称。

上海技物所建所初期提出以建成“固体物理、固体电子学，以及低温物理、超
高压物理的研究基地”为目标，在半导体物理、半导体材料和器件、固体量子放大

器、磁学、电介质物理、低温技术和超高压技术等科技领域，陆续布点，开展科研

工作。1959年确定把所址设在复旦大学内，1960年在复旦大学校园内建成科研大

楼(5000平方米)和低温实验室(896平方米)。建所时职工人数为46人，其中科

研人员24人，行政人员3人，工人19人。1961年1月实行独立建制时，成立两

个研究室：半导体、固体电子学研究室和新学科研究室(包括磁学、电介质、低温
和超高压物理方面的课题)。职工总数为104人，其中科研人员71人，行政人员7

人，工人26人。

1962年至1964年所的科研方向任务经历了两次调整。

1962年1月，在华东地【灭科研机构调整中，根据中共上海市委和华东科委的

决定，上海电子所被撤销，该所由匡定波领导的红外线技术研究室，包括科研项目

和科研人员12人，调摩笺到上海技物所；11月上海无线电技术所被撤销，其超声技
术研究室并入上海技物所。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所的发展方向是固体物理和

固体电子学，近几年内开展半导体物理、固体电子学、磁学、电介质物理、低温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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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高压物理、红外物理和超卢物理等八个方面的基础研究，以半导体物理为重点。”
全所三个研究室(半导体物理研究室、红外物理研究室、超声物理研究室)和六个

研究组(低温组、高压组、磁学组、电介质组、隧道二极管组、石丰【古|体L乜l路组)。
1964年1月的中国3"4-学院党组扩大会议，根据院数理化学部和院新技术局关

于发展红外物理与红外技术研究工作的建议作出决定，将中科院．t导体所红外研究

力鼙调整剑上海技物所，以便利用上海的条件形成中科院红外技术研究中心之一。

决定还明确上海技物所以红外技术乘I同体电子学为主要方向，同时对该所的的超声
物理室和第九研究组(即硅I古l体电路组，1963年改称变容二极管组)的调整也提

出了明确的意见。为贯彻这一决定，中科院半导体所由汤定元领导的研究人员11

人于1964年5月调入上海技物所；超声物理室从该所渊整剑中科院电子所尔海站；

第；Ji。ti)l：究组的．、卜导体器件l：艺技术科研人员13人从本所调整剑上海元件磊厂。经

过这次重人调整后，如何使科研更加协调发展，形成主攻方向，以更好地适应国家

发展的需要，是研究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上海技物所领导以贯彻院党组扩大会

议决定为契机，在上级党委领导F，冈势利导，集思广。益，对所的科研方向任务进

行了进一步的调整，明确以发展红外物理与技术作为主攻方向，全所设四个研究室：
红外光电现象研究室(第一研究室)、红外系统综合研究室(第二研究室)、红外探

测元件研究室(第三室研究)、I古l体能谱研究室(四窒，含低温、制冷和高压物理)，

并在充分发挥同体物理、同体电子学、低温、超高压、电介质等方面已形成的科研

工作基础的作用这一指导思想下，做好具体科研项目的调整J：作。1964年初全所

确定的39项科研课题被凋整为19项，其中保留项目9项，新立项10项。

在国家贯彻“调整、巩I吉1、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时期，1962年贯彻中央关

于精减人员的指示，上海技物所共精减人员82人，年底职工总数实际下降到164

人，其中科技人员66人，科研辅助人员49人，行政人员25人，工人23人。1963

年和1964年职T队伍义逐步得剑充实，特别是1964年方向任务调整后，职上人数

增长很快，1964年底职jI：总数为264入，1965年底达到461人，其中科研人员292

人，行政人员30人，工人139人。

1966年至1976年“文化人革命”中，科研’I：作受到严重的干扰和破坏，大批

干部、科研骨干受剑冲击和批斗。全所广人干部、职．T在I捌雉的条件卜．，急国家所
急，积极努力，使科研工作继续进行，保证了各项军I【任务，包括我国第一颗人造

甲星有关任务的完成。从70年代起，我国空间技术和遥感技术的发展受到党和国

家的重视，对红外科学技术的发展有新的迫切的需要，因而给上海技物所带来了较

大的发展。1976年底职l：人数增至771人，其中科研人员413人，行政人员75人，

T人283人。该所的专业研究领域逐步扩展，先后组建了四个新的研究室：第五研

究室(以红J'l-技术民用推广为主要T作)；第入研究室(从事电视摄像管和电荷耦

合器件研究)；第七研究室(从事航大遥感技术研究)；第八研究室(从事红外光学

薄膜与t-d料研究)。而第四研究室则逐步发展成为低温和微型制冷技术室，原有的

【古l体能谱研究jJ：作由丁．在“文化人革命”冲击卜．无法正常开展，最终被解散。图书

情报上作于1972年恢复后，逐步充实了力量，并成立了图书情报窒。所附属+1：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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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具备一定的实力，金加一J：和光学加I：的I：种初步配套。

1972年至1976年，完成了所现址同区的改建和1从复日大学内的lHal：．迁入现址

的’I：作。1972年，经当时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批准，把中山北一路420号原上海

教育学院校同拨给上海技物所作为新的所址，同时把上海技物所原在复口．大学校阕

内的所有一1：作削房等建筑全部划归给复口．人学，以解决这两个单何在发展和进一步

规划建设方面出现的矛盾。按照充分利用的原则对新址内原有楼房和设施进行改

建，同时新建了部分科研用房。由原教学用房改建的科研用房和办公片j房共9750

平方米，新建科研用房7400平方米。现址f-‘地105．7亩，为所的事业的长远发展

提供了充分的空间。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针对十年动乱造成的损火和破坏，上海技物

所认真贯彻落实党的科技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迅速地把l：作着重点转移到以科研
为中心上来，积极争取和落实科研任务，同时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科研1j作。80

年代初期，按照中科院的部署，在开展课题清理，实行人员流动，以及加强科技开

发等方面逐步推进改革。

为了有利于落实科研任务，促进学科建设，在这些年中，对研究室的设置和有

关科研T作又先后进行了若干调整。这次调整后，至1984年，全所的研究室设置

情况是：第一研究室(红外光子探测材料研究室)、第二研究室(航空红外遥感系

统研究室)、第二研究室(热敏探测器及其材料研究室)、第四研究室(微型制冷技

术研究室)、第五研究室(智能传感器研究室)、第八研究室(电荷耦合器件研究室)、

第七研究室(航天红外遥感系统研究室)、第八研究室(红外光学薄膜和透光材料
研究室)、第九研究室(远红外接收技术研究室)、第十研究室(红外光子探测器研

究室)、红外物理研究室、图}5情报研究窒及红外技术发展室。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公布，标忠着全国科研机构的

改革，深化发展剑“转轨变型”的阶段。中科院贯彻《决定》，加人改革的力度，

推出了科研经费拨款制度的改革措施，以及实行所长负责制的领导体制改革。上海

技物所从本所实际出发，把自身的改革推向纵深发展。经过过去二十多年的建设和
发展，上海技物所的规模已趋于稳定，学科希l专业方向已基本定型。面对改革开放

深化发展的新形势，所领导班子认真总结建所以来，特别是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所的
建设发展的经验，充分分析红#F-t-支术的特点，从国情所情出发，依靠J“人干部和职

工，研究和制定了所的发展战略，形成本所的改革发展思路。1987年，在所长主持

下制定了改革方案，其基本指导思想是：以三块(基础性研究、国家J：程科技任务、

科技开发)结构发展模式为基点，制定深化改革的措施，发展所的整体和综合优势，

增强竞争力和自我发展活力，把上海技物所建设成为有特色的、代表我国红外专业

水平、能为国家解决重人科技问题的科研国家队。在贯彻中科院先后推出的“一院
两种运行机制”、“结构调整和机制转换”、“发展定位和建设知识创新体系”等不

同阶段深化改革的重人方针和措施过程中，上海技物所对三块结构发展模式进行了

卓有成效的探索，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在科研方面，着眼于转换机制，逐步推进结构性调整，以利于强化优势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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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新技术和增强发展后劲。对国家重大’f：程项目建立和健全行政指挥调度系统、

设计师系统和质量保证系统，捌I顶关系，提高绩效。在新一代航天遥感仪器、航空
遥感仪器、先进红外军用装置、红外智能信息技术、红外焦平面器件和材料等方面

都部署了前沿性或前瞻性的课题。根据上述思路，相应地积极推进研究T作的整合

和重组。对基础研究，实行“开放、联合、流动”的方针，经中科院评审，红外物

理研究室成为中科院的首批对外开放实验室之一；1992年，红外物理研究室经评审
验收，升格为红外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1998年，全所的研究室(中心)设置为：

航空遥感技术研究室(第二研究室)、微型制冷技术研究室(第四研究室)、凝视成

像技术研究窒(第五研究室)、红外焦平面器件研究窒(第八研究室)、航大遥感技

术研究室(第七研究窒)、薄膜光学与红外透光材料研究室(第八研究室)、红外光

子探测器研究室(第十研究室)、光电I：程研究中心、半导体薄膜材料研究中心、

红外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图阱青报室。与此同时，在实行综合配套改革中，逐步

推进科研和管理队伍年轻化、精干化，取得了积极的效果。1991年，全所职工人
数最多时总计为995人，其中科研人员682人，包括研究员级1"44-1人员7人，副研

究员级科技人员102人，管理人员53人，j：人260人。1998年，全所职上人数797

人，其中科研人员525人，包括研究员级科技人员43人，副研究员级科技人员135

人，管理人员66人，T人206人。

贯彻科技面向国民经济的方针，大力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积极创办科

技企业。1986年，上海技物所创办了上海德福光电技术公司，同时抓住机遇，以

上海技物所的滤光片技术和日本陶瓷株式会社的传感器生产技术为基础，双方合作

创办了中日合资上海尼赛拉传感器有限公司。在尼赛拉公司取得成功的基础上，以

中外合资、国内合资、独资等形式，在90年代中相继创办了一批科技企业。所的

科技产业的发展壮人使上海技物所有特色的发展模式趋于完善。

该所的研究生教育和培养l：作，白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以来，得剑了

迅速的发展，经国务院或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先后设立了凝聚态物理、光学、

半导体物理与半导体器件等7个硕士点，半导体物理与半导体器件物理、光电技术

等2个博士点；1985年，经全国博士后流动站管委会批准，上海技物所成为全国首

批建立博十后流动站的单位之一。1998年，在学研究生人数为113人(其中硕十生

55人，博十生58人)。至1998年，共计授予硕十学位252名，授予博士学位92
名；进站的博七后人员共计20名，已出站的人员共14名。

上海技物所建所四十年来，取得了500多项成果，其中获得省部级以上成果奖

的有279项，包括国家级奖35项；申请专利共124项，其中获准专利授权95项；

1985年至1998年发表论文3900余篇，其中在国外学术期刊和国外学术会议匕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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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00余篇。

1958""1964年，建所初期，上海技物所与复日．大学合作，在半导体方面取得

了锗单品材料制备、硅单晶材料制备、锗品体二极管、锗晶体三极管等重要科研成

果，并向上海元件五厂、上海901厂等单位推广生产。1964年，义把一批半导体

器件方面的科技骨干成建制地调整给上海元件五厂。这些．I：作对上海半导体I：业的

起步和日后发展起了积极作用。1960年，上海技物所与复口．大学合作研制成功半

导体锗I‘占l体电路(触发器电路和锯齿波发生器电路)，是我国首次研制成功的半导

体集成电路，该课题组负责人受到罗荣桓和聂荣臻元帅的专门接见。

1962"-"1964年，上海技物所在原上海电子所的jr=作基础上，研制成功机载红

外测向装置(代号503—2)、机载红外测向测距组合装置(代号503—3)和硫化铅红

外探测器。机载红外测向装置曾小批量提供部队使用，是我国自行设计研制并提供

部队使用的第一个红外装置，获1964年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国家科委联合颁发

的全国工业新产品展览会二等奖。通过这些任务的完成，形成了红外研究方面的初

步基础。

上海技物所从1964年全面转向红外技术与物理研究后，30多年来，在发展红

外技术的进程中，大致经历了奠基、发展和形成自己的特色的二个时期。

一、以建成红外研究中心为长远目标，为发展红外技术进行奠基的时期(从1964
轾70年代中期)

1964年，科研方向任务调整后，全所开始进入了为形成红外研究中心进行全

面奠基的新阶段。在积极承担和完成国防科研任务的同时，根据国家急需，以及红

#l-壬t术的特点和发展动态，全面部署科研课题，并有重点地抓好红外探测器、红外

技术中的专用部件、以及重要的高水平的红外整机的研制。
在红外探测器方面，1964，一---1965年期间，研制成功锑化铟探测器、锗掺金探

测器和热敏电阻探测器。1965～1966年期间，研制成功直接用于国防科研项目的

锗掺汞探测器(用于红外航空侦察相机)、浸没式硫化锚探测器和带制冷器的浸没

式硫化铅探测器(分别用于541国防任务和仿制响尾蛇空一空导弹任务)+和浸没

式热敏电阻探测器(用于人造卫犀．姿态控制用的红外地平仪)。锗掺汞探测器是美

国U_2飞机上安装的红外航空相机使用的红外器件，它工作在红外人气窗口(8～141u．
m)，此种新型红外探测器在早期航空遥感仪器和军，}丰}红外装置中有重要应用。浸

没式红外探测器利用光学透镜提高探测器性能，上海技物所在国内首创成功的一套

实用‘1：艺技术，一直沿用丁制备各种浸没式探测器。60年代末、70年代初，上海

技物所的硫化铅探测器、热敏电阻探测器和锗掺汞探测器工艺技术已经基本成熟稳

定，开始小批量生产，走向实用。在这期间，上海技物所义率先在国内研制成功碲

镉汞探测器和TGS探测器、钽酸锂探测器等新型红外器件。碲镉汞探测器，是研制

新一代航天、航空红外遥感仪器的关键器件；而TGS探测器和钽酸锂探测器是室温

I作、波K无选择性的热释电红外探测器，在红外民用探测技术中有重要应用。到

‘带制冷器的浸没式硫化铅探测器小批量生产工艺技术成果于1970年移交给三机部612所。



8 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志(简缩本)

70年代中期，碲镉汞探测器的研制取得突破，研制出具有一定性能的样管，而两

种热释电探测器已逐步走向小批量生产。这一时期部署的硅器件研制I：作，满足了
后来航天应用的需要，也为发展红外焦平面技术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上海技物所这时已经有了T作波段分别在可见、近红外、中红#t-$u远红外人气

窗口(即l～3¨m，3～5¨rn，8,----14“m)的各种重要的光子探测器，以及波长无
选择的、室温I：W-的、具有重要应用的几种热电探测器，可满足各种应用，特别是

国家重大1：程任务的需要。
在红外整机方面，1965年，上海技物所得到了重大机遇，承担两项重要国防

科研任务。这一年，上海技物所先后参加了对美制红外航空侦察相机和机载红外搜

索跟踪装置的解占0分析：I：作“。这两个红外系统是红外技术在军事上的典型重要应

用，是当时代表国际先进水平的最新成果。在分析T作结束后，国防科I：委向上海

技物所下达了研制红外航空相机(代号651)和机载红外搜索足艮踪装置(代号528)

的任务。这两项任务涉及到许多新材料、新型元器件，在上海市经委、工委和科委

的有力组织协调F，由上海市几十家协作单位进行试制。1966年10月，上海技物

所采用本所研制的锗掺汞探测器，以及全部采用国产元件，仿制成功红外航空相机，

飞行试验结果表明其性能达剑美制同类相机的水平。按照国防科1j委和空军部队的

安排，3--1970年移交五机部228厂进行小批晕生产，并正式定名为“航-J．-41”红

外航空相机。采用本所研制的锑化铟探测器和国产元器件仿制机载红外搜索跟踪装

置，在运用模式的设计上与关制装置相比作了改进，并于1968年研制成功试验样

机，其性能基本上达剑原定的战术指标。这两项成果表明，该所在充分消化和吸收
的基础上，已掌握了美国先进的红外系统总体设计技术，以及其他有关技术，包括

红外探测器、微型制冷、精密光学机械设计和加J：、红外电子信息处理等方面的技

术。1972年，根据空军提出的战术指标，上海技物所开始自行设计并研制用于低

空人速度战术侦察的新型红外航空相机“航丁一42”，采用多元线列锗掺汞探测器、

杜瓦瓶式氖气节流微延啪0冷器、光导纤维和多路光学、多路电子系统等新技术，于

1974年研制成功。经反复飞行试验和改进后，于1978年由空军航定委员会批准设

计定型，进行小批量生产。这项重大成果获1985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966年2月，冈发展我国人造卫星的需要，中科院向上海技物所卜达了“红

外敏感光学探头”和“红外地平仪探头”的研制任务，前者安装在1970年4月24

日发射的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上，成功地获取了地球及空
间的红外辐射信号，后者从1975年起应用于我国“长空”及“尖兵一号”系列12

颗卫星的对地姿态控制测量，成功率100％。“尖兵一号”整星获1986年国家科技

进步特等奖，“尖兵一号”，嘲红外地平仪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从60年代末至70

年代末，上海技物所还承担和完成了边界扫描式红外地平仪探头和自旋扫描式红外

地平仪探头的研制任务。从研制“尖兵一号”红外地平仪探头开始，经过十多年的

努力，使我国拥有自己研制的三种红外地平仪探头，满足各类卫星应用。白旋扫描

”这两种红外装备安装在被我军击落的美制U一2间谍飞机和美制鬼怪式飞机上，均被我缴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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