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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特，而 0.53 微米光子能量为 2.3 电子伏特3 所以

在高功率 0.53 微米光脉冲照射下，开关间隙产生很

高的光生载流子浓度，使 GaAs瞬时变成准金属态，

传输线导通，负载上将产生VL=Vo[Zo/C2Zo+Rs)J 
的电压肉，其中 Zo 为特征阻抗， Rs 为开关导通时的

电阻， Vo 为直流偏压。在本实验中光电子开关效率

~70%。直流偏压为 98 伏时，产生的开关电脉冲如

图 2。我们知道[2]，这种开关，电脉冲前沿基本由光

脉冲前沿陡度决定，而后沿主要由载流子复合时间

诀定，约 100 微微秒以下。

图 2 开关电脉冲示波图

(示波器扫描速度崎机恒和脉冲间E巨子10毫微秒)

用此光电子开关产生的短电脉冲，经传输电缆

激励 GaAs 激光器。用响应时间为 700 微微秒的

PIN 硅光电二极管和 500 兆周 7904 示波器观测了

产生的超短光脉冲序列。 GaAs 激光器加偏置电流

和不加偏置电流都能产生超短光脉冲振荡。当加偏

置电流时，可适当降低驱动电压。图 3 为加偏置电

流时的 8200 埃 GaAs 激光脉冲列的示波图。波形底

部不平是传输线阻抗不完全匹配引起的。真实脉冲

宽度受探测器系统时间分辨能力的限制，尚未测出。

根据[lJ、白]的结果分析，实际光脉冲宽度在 100 微

微秒以下。

图 3 加 90毫安偏置电流时GaAs激光器 82∞A光脉冲列

(示波器扫描速度:5毫微秒/厘米;脉冲间距子吨微秒)

我们己同时获得具有高同步精度的1.06 微米、

0.53 微米和 0.82 微米超短光脉冲和亚毫微秒电脉

冲。不言而喻，这一技术也可用于其他激光器和光

电子开关，在超短脉冲技术、超高速光电子同步技术

以及微微秒光谱学等方面会获得应用。感谢蔡凤祥、

殷光裕同志给予的支持和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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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体沿其表面法线方向的平移所引起

的激光斑纹运动的观察

/ 

Abstract: Experimentαl results on the movevements Of an object surface anà the speclcle shift 

in the observαtion plane parallel to α 而rection normal to the object surfαce αre reported. 

一束激光照亮物体的漫射表面，在物面前的空 场的变化。对这种斑纹运动，曾利用不同方式作过

. 间形成散射斑纹场。物体沿其表面法线方向的刚性 观察[1-4J。

平移〈也叫离面平移或纵向平移)，将引起空间斑纹 这里介绍我们用单元束照明，观察到记录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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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纹移动的情况。

1. 发散点尤源垂直照明

调整来自激光器的光束与物面垂直，然后将此

光束经显微物镜扩束后照亮物面。实验在 14个不同

的位置对刚体从 10-100 微米不同的位移观察结

、， 果，取记录底片的中心为 80，其位置用 (xo、 YO、 110)表

示，各观察点的位置和记录面的取向如表 1。

表 1

观察点 观察点位置 记录面

Xo YO Zo 
编号 (厘米) (厘米) (厘米) (平行子)

1 。 18 51 xoz 

2 。 18 35 t XOZ 

3 。 17 20 XOZ 

4 。 -11 14.5 XOZ 

5 19.6 。 12 yoz 

6 19.6 。 35 yoz 

7 -10 。 35 yoz 

8 一 28.5 。 35 yoz 

9 一 28 . 5 。 50 yoz 

10 一 28 . 5 。 18 yoz 

11 一 27 12 42 ν03 

12 一 27 -9 42 yOfl 

13 -21.2 14 14 yoz 

. 
14 13 17 32 y03 

图 1 是 T=100 微米的结果。由此可见，在不同

的观察点，由于所记录斑点的形状不同， '8~ 偏离记

录面的程度不同，因而在变换面上的衍射晕光的轮

廓、条纹的反差彼此不同，但在所有观察点条纹的空

间频率相同。

11 

条纹频率(1/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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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a) 条纹频率与观察点位置的关系 (b)变换面上
的衍射图样(中央会聚斑被遮去)

图 2 是在伊、 3林、伊 和俨位置的测量结果。

图 2(均不仅表明了刚体纵向平移 T 和变换面

上条线频率的关系，而且也表明了记录片上斑点的

移动值 .1z 和条纹频率的关系。 因此，利用图 2(a)

实验上决定任何双曝光斑纹记录底片上斑点的移动

值是可能前。具体情况见下面实验。

2. 发散点光源倾针照明

发散点光源倾斜照明，斑纹的移动比较复杂，图

3 是该实验布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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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变换面上的衍射图样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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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孚与 Zo 的关系

倾斜照明实验布置

观察点岛的位置分别处于两直线 I 和 Il 上。

直线 I 的方程:

图 3

, 

150 微米100 微米T=50 微米xo=20 厘米， yo=Oj 

ν。 =0 0

直线 Il 的方程:

xo= -20 厘米，

底片平面平行子 yoz 平面。得:

1.0 (~. z~ \8/2 
一一=1土一一一一{1+一~V^ 1 

飞12zo 飞 400 J 

式中"士"对直线 I 取iE， 对直线 Il 取负。 (1)式的

右端为 ~o 的函数，可用数值描绘的方法作出它随 Zo

变化的曲线，如图町的。 ω 式左端孚值是可以测
量的，方法如下，调节刚体位移为给定值1 将点

(xo, 0 , zo) 处所得的两曝光底片，在得到图民的的

傅里叶变换装置上进行观察，由变换面上的条纹频

率和图 2(的，可得在点(衔， 0 , zo) 处的 Llz。具体实

验是利用长条形底片，使其中心线沿着直线 I 或 Il，

T 值分别为 50、 100、 150 微米。在变换装置上，每次

只照明底片上 2 厘米 x2厘米的部分，观察其变换条

纹，所得结果见图 4。按 (1) 式，当 80 接近 A 时，

41斗。当 80 和 8. 对 y03 面对称时，孚=0，这
也和观察结果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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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38 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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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2 厘米 z=3 厘米

(b) 变换面上的衍射图样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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