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了模-数转换记录装置，它是由 Q-T转换器、 电子

开关控制器、记录系统等三大部分组成的。

1 . Q-T 转换器

要测量电容器中贮存的负电荷p 常常采用恒流

的办法，用正电荷来抵消电容中的负电荷p 这时有

Q=1oT， 其中 10 是恒定充电电流的大小p 所以充电

时间 T 和 Q 成正比。只要测定充电时间 1 就可知

其电茧的多少，实现了 Q-T 转换。做 Q-T 转换器有

二个过程值得注意 (1)在接受激光脉冲前，电容器

上不存在任何电荷， 恒流源也没有恒定电流流入电

容器; (2)激光输入后p 一方面把激光的能量以电荷

的形式贮存在电容器中， 另一方面恒流源就有电流

流入电容器p 直到电容器的电荷全部抵消为止。图

2 是其具体的电路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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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Q-T 转换器

2 . 电子开关控制器

在这样高的重复率下3直接读数是困难的p 特别

在激光能直未够稳定时3 四位数字都在变化3 更无法

观察。如果在输出端配上 LY4 型快速数字打印机

的话3 能把这四位数字快速打印出来3纵然这样p但最

快也不能超过 10 次/秒。为了解决显示记录跟不上

的矛盾，设计了一套电子开关控制器来对高重复率

的激咒能量进行抽样检测。把 Q-T 转换器送来的

高重复率的矩形脉冲按一定方式进行取舍，使之满

足显示记录系统的速度要求。

图 3 是电子开关控制器的方框图p 主要是由取

样门和计数门两部分组成的， 其取样计数过程我们

可从图 3 中各点波形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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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电子开关控制器的方框图及各点波形图

(1) Q-T 转换器 (2) 取样门 (3) 计数门;

(4) 同步电路 (5) 反馈网路 (6) 监别器;

(7) 延迟电路 (8) IMG 品振电路

3. 显示记录系统

用 4 位十进位计数器作为显示系统3 并且配有

数字打印的输出插座， 以便能配上 LY4 型快速打印

机作数字打印记录。十进位计数器和打印机打印起

动指令均取自矩形脉冲的前沿，这样显示和记录的

数字就能完整地反映每次激光输出的能量。

(复旦大学物理系 叶衍铭 吴善亮〉

有机染料中的光致瞬时光栅及光栅染料激光器

本文报导有机荧光染料作的激光光栅实验和由

激光光栅获得列阵式光栅染料激光器的实验。

实验的安排示于图 1。入射光 80 是由倍频获得
的 0.532 微米绿光， 功率约 1. 5 兆瓦，脉冲半峰宽度

约 7 毫微秒。经反射镜 Mh M2 分束后获得的光束

Sl 和岛， 其功率为 1 兆瓦和 0 . 2 兆瓦。它们在染料

池 DL 上交会，交角 2θ~4.5x 10-2 弧度。 81光束由

玻璃块 LD 进行光程补偿。 Lt、L2 为聚焦透镜p 焦距

• 59 • 



M, 

图 1 光致光栅及光栅激光实验示意图

为 100 厘米和 50 厘米。在屏 P1、马处记录瞬时光

栅的衍射光场。观察屏与染料盒的距离为 80 毫米，

染料池厚度为 1 毫米。屏 P1 上所示为泵浦光的自

衍射光场3 屏凡上为光栅染料激光束的输出光场。

两个交会光在材料中形成光强度的空间调制p

并由此产生非线性折射率的空间调制以及吸收和放

、大调制3 因而在光束的交会区域形成了一个空间位

相光栅和吸收或放大光栅。这种感应光栅的几何结

构示于图 2。选轴 z 沿交会光束的夹角的平分线p

轴 Z和交会光束共面(在纸面中〉。当光束 81 和 82 . 

的发散角很小时，在其交迭区形成的感应光栅的空

间周期是 .1:

.1=二土π--:- (1) 
2由 sin ( ~， 

飞 nl

空间光栅的方向则沿 z 轴3 取光栅矢量

K=fFK03 
r。为沿折射率调制或吸收调制的梯度方向的单位

矢量。在式。〉中p λ 为光在空气中的波长， n 为材

料的线性折射率。若两束光在空气中的直径为 D1和

D2， 且 D1丰0，马季0 时，则交迭区的光栅条纹数 N:

N=~n(D1 +D2) 
.1ctg(ejn) 

(2) 

在式 (2)中，光束直径D=f.α， α 为光束的发散角，

f 为聚焦透镜的焦距。

在图 3 中给出了入射光的自衍射照片。中间和 '

下部两排为交会的两束光分别入射时，从染料池上

透过的光场p 仅有一个光点。图 3 上部-排为两束

光同时入射到染料池上时p 从染料池中透过的光场p

共有六个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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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光致光栅结构图

图 3 光致光栅上的自衍射

当以同一会聚角将两种波长的光同时入射到染

料池上时，可以在染料中产生两组光栅，它们都可以

产生入射光束的自衍射和相互衍射。这种在材料中

同时存在两组光栅的现象称为瞬时双频光栅。图 4

是将 1. 06 微米和 0.53:微米的激光以同一角度同时

图 4 双频光栅的衍射光斑照片

入射到染料上时所获得的绿光双频衍射的照片。产

生这种光栅的机制，可能主要是热光栅效应。

若用染料池形成染料激光盘p 使交会光束之一

的强度达到抽运|混值3 染料中的感应光栅区就构成

波导激光否可j阵，其激光输出具有多缝衍射的场分布。

(中国科学院上海尤机所 杨又龙舒海珍〉

单缝衍射的自动检测

单缝衍射现象早为人们所熟知p 但只有在激光

问世以后，才使这一现象在工业上的应用得以发展。

激光通过一条细长的狭缝后，所产生的衍射图样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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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缝大小有简单的函数关系z

d λL =-_.-
S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