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掺筷 LiNbOa 参量振荡器

实验方块图如图 1 所示，采用重复率 0.532 微

米激光泵浦，平腔结构p 双谐振荡，共线 I 类相位匹

配， 即 k~=k~+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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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光参量振荡器实验系统示意图

1-1. 064μ 全反镜 2一双 45.LiNb03 调 Q 品

体 3-YAG 振荡棒; ‘ 4一平板 Kg 玻璃腔片;

5-YAG 放大棒 6一倍频品体(掺钱 LiNbO归
7一倍频恒温槽 8、 9一分光棱镜 10-1 米袋

焦透镜 11一参 量振荡晶体(掺钱 LiNbOs);
12一光参盘振荡器恒温槽 13一参量振荡腔片
〈宽带膜片); 14一红外滤光片(CdTe); 15-WDf?弘

J2 型单色仪 16一红纠光电变象管 (42BXI0l
型) (虚线箭头表示晶体的光轴方向〉

(1) 泵浦源

重复率 YAG : Nd3 + 激光的二次谐波 0 .532 微

米作为参量振荡的泵浦源，其能量一般为 50 毫焦

耳，脉宽 25 毫微秒2 全发散角 2 .5 毫弧度。

(2) 振荡腔(晶体和腔片〉

选择日NbOa 品体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它对1.064

微米激光倍频和 0.532 微米泵浦的参量振荡都能获

得 90 。 相位匹配。 而掺族的主要作用是为了获得

90。匹配寻找到适用的匹配温度口.2]。此外，根据我

们的实验结果，认为掺钱还有利于提高转换效率和

抗光损伤。

因为晶体长度 l 的平方与参放增益成正比，而

与振荡|罚值成反比，故 l 越长越好，并且对于 90。

匹配， 无孔径效应， 1 不受限制』但因 LiNbOa 的折射

率均匀性差， 1 不宜过长。我们根据对不同长度

LiNbOa 的倍频实验，取 1=11~15 毫米。振荡品体

的平行度小于 20 秒，平面度 N~0.5， ，1Nζ0.2。

Kg 玻璃做腔片，宽带膜二组 (0.86~1. 1 微米，

1~1.3 微米)，反射率 R;;;;.98% ， 1. 064 微米的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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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T;岁 90%。振荡腔长约 17 毫米p 腔平行度小于 10

秒。整个腔放入恒温槽内，恒温控制在土0.020C。

用 WDS-2 型单色仪和 42BXI01 型红外变象

管测得参量振荡输出波长调谐曲线如图 2所示p 当

温度自 43~1010C 时，相应波长为 0.89~1. 2 微米。

据文献[3， 4J报导， 0.532 微米泵浦的参量振荡器的

最大调谐范围目前为 0.62~3 .6 微米，因本实验受

宽带膜和探测器的限制，只能达到1.2 微米。

参量振荡输出能量为 0.36 毫焦耳脉冲，能量转

换效率是 1%，如果考虑到CdTe 的透过率只有

40%，则能量转换效率为 2.5%。 输出能量 0.9 毫

焦耳，脉宽 16 毫微秒。 参量振荡光斑如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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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LiNbOs 光参最振荡器的调谐曲线

有实线表示实验平滑曲线;点划线表示受接收器
限制的波长延伸部分;虚线表示理论计算曲线

(α) 阑值附近 (b) 超过振荡阑值

图 3 参量振荡光斑

图 2 中实线是实验得到的调谐曲线，虚线是按

照LIw=η (，1T) l/2 计算的曲线， η=4. 61 X 1013 衫、-1



(OC) -1 1 20 由图可知，在简并振荡点附近3 实验曲线

和理论曲线很吻合，但在远离简并点处有所差异，认

为这是由于 勾值随温度变化，而略有不同，从实验获

得的整个调谐曲线中， 我们对叮取平均值且为 4 . 5

X1013 秒-1("0)-1/2。

从实验中还发现， 离开简并点越远， 重现性越

好p 例如自 0. 97 微米以后，二次实验获得的调谐曲

线完全重合， 然而在简并点附近不太吻合， 这是 因

为在简并点附近的调谐速率快p对群集效应、被矢量

失配，机械振动、温度漂移等不稳定因素特别灵敏。

我们对 LiIOa 角度调谐和 LiNbOa 角度调谐的

二种参量振荡器也进行了实验， 当泵浦光特性和振

荡腔参数相同条件下• LiNbOa 温度调谐的阑值低，

LiIOa 角度调谐的阔值高，同一块 LiNbOa 分别作温

度调谐和角度调谐时，后者阔值高。这些实验结果

是符合参量振荡理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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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功率 002 激光 CFVO 型能量计

我们选择具有高强度和吸收系数造中的 CaFa
单品片做吸收体。 为了减少厚度， 改善光吸收的均

匀性， 采用一面涂金的方法实现双光程吸收， 使仅有

0.5 厘米厚的 CaFa 品片吸收入射光达 98 .44%。 结

构如图 l所示， 主要结构参数列于表 1。

定标和实际测量表明， CFVC 卡计具有良好的

/ 

窒盟主
(;. F2单晶片

盎金面

热丝

均匀性，即使光斑小至 0.5 厘米，大到 8 厘米， 都具

有接近的响应曲线和灵敏度。光电标定的灵敏度

CFVC-I 型为 24. 2 微伏/焦耳土4%， CFVC-II 型

为 25 . 60 微伏/焦耳 土3 . 2% ， 可探测功率密度达

109 瓦/厘米2。

图 1 CFVC 卡计结构及照片

表 1 CFVC 卡计主要结构参数

垂~ 数
型 写白F 

直径(厘米) J!l.度 (厘米) 质量(克) 热偶内阻(欧姆) 热偶对数 加热丝电阻 通光孔径(厘米)

工
CaF2 9 0 .5 114 48 

212 63.36 8.0 cu 9 0 .1 54 10 

CaF 2 9 0. 5 114 
II 158 31 ]09.6 8.0 

。1 9 0. 1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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