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 2 实验确定的 l脑界值 PRoC托·厘米)

实验管 R(厘米) He Ne 氨-氛混合气

图 l(c) 1.00 1.88 1. 70 1. 71 

图 l(e) 1. 75; 1.43 1.88 1.72 1. 75 

PRo标准值 1.88 1.71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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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阴极管示意阁

1一阴极圆管 2一阴极 3一折返玻管 4一玻硝弯管 5一玻究

(清华 大学 胡志强 )

用双内调焦望远镜校准研磨激光管

在磨管过程中大体有两种校准方法L 激光束校

准法和内调焦校准法。我们采用的是后者。在工艺

实践中体会到:在可能的条件下， 内调焦距离待磨管

越远则精度越高。 但随着其距离的增大， 会给调同

轴带来困难，因为激光管越远，通过放电管观察到的

远端毛细管口就越小3 甚至难以分辨。 4 为解决这个

问题，我们采用双内调焦饺准磨管。这样p 既使激光

管距离内调焦较远，调同轴也容易，因为它不需通过

放电管观察毛细管口。 具体方法如下图:将两台内

调焦 (1)和 (2)相对放置，调同轴p 然后调激光管，直

至两台望远镜分别看请各自端的放电管管口，并用

E 咀

叉丝均分为J1:ò 这样，放电管即与望远镜同轴。

开始磨管时分别用望远镜检查各自端的管 口，

待十字叉丝反射象均进入望远镜中心区时，再通过

与激光管间距较远的望远镜(1)来同时监视近端和

远端管口，直至磨到反射叉丝象与原叉丝重合为

止。

我们使激光管到望远镜(1)的距离从1. 3 米增

至1. 6 米， 发现功率有明显增长;后来将距离增到

2.7 米，发现功率又有明显增长， 最大的达到 4.2

毫瓦(250 毫米 He-Ne 营);我们正考虑通过反射镜

使距离进一步增大。

当然，影响激光功率的因素是复杂的， 不可绝对

地用距离的增减来衡量，但它至少是一个因紊。

(河北工学院 李俊喜〉

用四波混频实现频率转换和波前再现

我们采用图 1 所示的实验装置， Nd : YAG 的 200 毫米的喇曼液盒中， 喇曼介质是二甲基亚帆

1. 06，微米激光输出经 KDP 晶体倍频得 5320 埃绿 CCHa)2S0，此时受激喇曼斯托克斯前向散射辐射

光。此绿光用 f=300 毫米的透镜 1 聚焦到长度为 (波长为 6300 埃〉与 5320 埃抽运辐射从喇，曼盒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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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囚波f昆主w装置图

1、 3-j=3oo 毫米透镜 2一喇曼介质盒 4一双色分

束镜 5一绿光分束镜 6一绿光全反射镜 7一取样 

镜 8一物束透镜(f=5∞毫米); 9一抽运束透镜
(f=12ω 毫米); 10一介质盒 11一光l滴 12一再现
束透镜(f=2∞0 毫米); 13一凹面反射镜 (R=l∞0

毫米); 14、 15一干涉波、光片(峰值波长为 63∞埃)

出。 5320 埃抽运辐射转换到 6300 埃喇曼散射的效

率控制在 30% 左右，输出辐射经 f=300 毫米焦距

的透镜 3 复原。调节透镜 1 与透镜 3 的间距，使输

出光束略呈汇聚。此光束投射到分束镜 4 上。此分

束镜对 6300 埃的光反射率约 85%，对 5300 埃的透

射率大于 85%。反射的红光束经 f=4000 毫米透

镜 12，入射到对 6300 埃 45 0 入射全反射的凹面反射

镜 13 上(此凹面反射镜的曲率半径 R=1000 毫米)。

分束镜 4 的透射光束经分束镜 5 分束3 此分束镜对

5320 埃绿光的透射反射比近似为 1:1。分束镜 5 的

反射光束经取样镜 7 洒长焦斑透镜 8(f =500 毫米〉

投射到染料盒 10 中;分束镜 5的透射光束经 5320埃

45。入射全反射镜 6反射，然后用长焦距透镜 9

(f=1200 毫米〉聚焦，也投射到介质盒中。取样镜

7 对 5320 埃的透过率 ~85%，对 6300 埃反射率

~85%。调节反射镜 6 和分束镜 5 使两束绿光在介

质盒内相交，调节反射镜 4 和 13 使 6300 埃红光 A2

通过绿光岛和冉的相交区，并且应满足位相匹配

条件

L1k = l1cl l1 + 1c2tt -1c3tt -1c4.1 <子，

当满足 ks， sin β=kttsinα(见图 1) 时，有 L1k=O， 其

、 中 l 为介质有效长度，实验中 A1 束和 A 柬夹角为

6 X 10-2 弧度。介质为若丹明 6G 酒精溶液，介质盒

长 10 毫米。介质浓度为 5x10-5 克分子浓度，图 1

中 14 和 15 是对 6300 挨红光透过率为 57% 的干涉

施光片。

飞 当满足位相匹配条件时p 我们观察到一柬 6300

埃红光从近于岛的反方向锅合出来。这时岛的

方向与 A1 的方向夹角的补角约为 1.2 x1U-2 弧

度。

我们用 6 毫米/毫焦耳的 LCA 精密能量计测量

各光束的能量。 A1 的能量保持不变为 0.25 毫焦耳，

当不放置物时， . 44 束的能量约为 0.27 毫焦耳，再现

光束岛的能量约为 0.20 毫焦耳。 当 A1 束能量为

0.08 毫焦耳，物光束岛的能量为 0.02 毫焦耳时，就

有肉眼可见的再现波血。

为了测量物波A 转换为后向再现波岛的转换

效率3 我们用 IP28 光电倍增管做探测器，其输出

用 AC15/3 直流复射式检流计显示。检流计格值用

LCA 精密能量计定标。用这种方法测得转换效率约

为 8% 。

为了验证波前再现和位相复共辄特性p 我们把

网格物分别置于图 1 的 α 处和 b 处，拍摄再现的后

向反射波的光场。 当物置于 α 处时，所得照片如图

2(的所示。由于原始光场分布的不均匀及物的衍射

效应等，这时后向波不能很好地再现出物波象。 当

物置于 b 处时，囱子物波和后向波两次通过物及物

、〈α〉

(c) (ã) 

图 2

(a) 当网格物 (1 条线/毫米)置于图 1 的 a处时

的后向波再现象 (b)一当网格物 (6 条线/毫米)
宜于图 1 中 b 处时的后向波再现象 (c)一边没

肴物时的后向波场 (d)一原始物波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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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非线性介质间的空间3 并且它们有互相成位相复

共粗的波面p 因此抵消了位相畸变(当然由于波长不

同3这种补偿不是完全的λ 从而得到清晰的再现象，

并且当物与非线性介质间放置有位相畸变的玻硝介 '

质时3 并不会使再现象的质量明显降低。 此时的再

现象在图町的给出。 图 2(c) 是没有物时后向再现

波场;图 2(码是原始物波场。当用 6 条线/毫米网格

物时，即使不考虑衍射发散引起的功率密度降低，也

会使物光束衰减 75% 以上。因此，我们对更密的网

格物没有进行实验。

用上述方法可以获得位相补偿的高质量再现

象，且其象转换是利用吸收介质的非线性搞合3 因

而，这种方法能够用于红外象转换技术中飞显然，

这种红外象转换方案不但具有相位补偿特性，而且

在快响应， 高效率2 在原则上适用于任何波长等优

点。

杨天龙、舒海珍同志提供了 Nd3+ :YAG 激光

器，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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椅最近我们已用这种方法实现了红外象转换，转换效

率可高达 20% 以上.

甲醇的红外多光子离解

实 验
脉冲的平均值。当 C 随 n 变化不大时， C-;::::;O ， 于是

可以利用一1n(P/Po)来表征甲醇分子的离解速率。

1.离解这牟随脉冲数饨的变化

图工给出在 3 条激光谱线上一1n(P/Po)随脉冲

数饵的变化。 曲线斜率给出离解速率系数 C。由图

可见， 0 随"的增加而略有减小p 且对不同频率有不

同的值。一般， 0 的数量级为 10→/每脉冲。例如，

对于 ν=1033.48 厘米飞可求得 0-;::::;2.1 x 10-'/每

脉冲。

实验采用选频紫外预电离 TEAC02 激光器，激

光脉冲能量 0.5-1 焦耳，脉冲宽度约 0.1 微秒，峰

值功率密度约 5x106 瓦/厘米2。激光束经焦距 5厘

米的错透镜聚焦后射入反应管内，焦斑处功率密度

约 1 x1010 瓦/厘米2。本实验使用的脉冲重复频率

约 1 赫。

反应管(兼红外光谱吸收池)的内径 36 毫米，长

100 毫米，用硬质玻璃管制作，两端粘贴 NaC1 窗片。

产物分析使用 Perkin-E1mer 577型红外分光光 0 .31 

度计。样品采用市售分析纯的无水甲醇。

结 果

若甲醇压力为 P， 脉冲数为 n， 则离解速率系数

。
一
伽

1-p 
= C 

(1) 

表征每经一次脉冲辐照后引起甲醇压力的相对变

化。由 (1)式有

一-1叨马)=J:O巾=c队饨 ο 

式中 P凡。为 P 的酬初值， c三 (f:Cdn)/n 为 C 对 n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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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比 0.2
E 

E 

0.1 

冉 x 10- ' 

图 1 -ln(P/Po) 随饨的变化

E= l 焦耳 Po=16. 7 托;。一1033.48 厘米-z;

，ð.-1037.44 厘米-1; 口-1073.28 厘米-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