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铜网〉等。

由于这种方法利用单色器分光， 因此可以测定

就化铅探测器非线性度随波长的变化。

上述硫化铅探测器非线性度测量装置的主要误

差，在于光源的波动和显示读数误差。 电源波动影

响光源辐射通量的变化〈半小时内〉大约为 0.3%，而

显示读数误差(按 PZ-8 直流数字电压表〉为 0.2 %。

根据误差理论，上述测量装置的测量误差近似为

0 . 36% 。

利用上述方法和装置p 我们对许多国内外硫化

铅探测器进行了非线性度的测试，得到比较满意的

结果。表1和表 2 所示为"新跃"1 x 1毫米硫化铅器件

的测定结果。在衰减法测量中，我们仅列出了波长

为 0.83、1. 0、1. 2 和1. 5 微米的测定结果。 由于1及

玻璃施光片在可见区域内透射率曲线比较平坦，而

在近红外区域则起伏较大，因此灰玻璃在不同波长

上的衰减倍数并不完全一致p 但我们都选择在接近

10 倍的波长上进行试验，而辐射强度的减弱也为
1:10 。

根据上述测定结果，可以得出下列几点结论:

表 1 迭加法测定结果

(E=45 伏 ， RL=120 干欧)

波 长 1 :最大输出值|近 似衰
λ y 减倍数

非线性度

(微米) I (毫伏) I A I NL1(%) 

45 5 -1. 4 
白光 100 10 I - 3.2 

377 10 -19.8 

表 2 衰裁法测定结果

(E=45 伏， RL=120 干欧)

波 长 最大输出值 近似衰
斗在线性度

λ Y 减倍数

(微米) (毡，伏) A NL2 (%) 

0. 83 39 7 一1. ]9

1.0 19 11.3 一 0.16

1.2 19 10 .5 一0.34

1.5 14 7 一0 . 26

1. 0 150 11.3 -4.66 
1. 2 ]84 10.5 一5.05

1.5 132 7 一3.07

(1) 硫化铅探测器的线性较差，在输出值为 20

毫伏，即相应于 0.83 单色辐射通量 0 .1 毫瓦时(因

器件的灵敏度对于各个波长是不同的)，它的非线性

度不大于 1% 。

(2) 硫化铅探测器非线性度的光谱特性并不明

显，可以简单地利用自光进行测试。

(3) 两种测量方法，当衰减法测量器件在弱光

照射下是线性(即非线性度很小)时， 测量结果完全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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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十激光器损耗、增益及饱和参数的测量

Abstract: Â method f or the mesurement of 108s, gain and saturation parameters of Âr + laser 

is proposed. TÌie gain of weak signa1 and the satutation power as a function of current density 

at 4880Å and 5145Å are p10tt吨 and the optimum va1ues of transmissivity for these two 1ines 

are glven. 

Âr+ 激光器的谱线展宽主要由多普勒效应决定P

但由于强电流放电，激活介质电离度很高，介质的工

作温度也很高，因此碰撞展宽很大【旬， 约 600兆赫，

而纵模间距仅为 100 兆赫。因此，烧孔宽度远大于

.. 673. 



纵模间距，在增益饱和过程中将引起整个增益轮廊

下降。因而 Ar+ 激光器增益饱和特性应按均匀展宽

公式处理[句。考虑到 Ar+ 激光器的高增益和高输出

透过率，计算方法要按 Meneely 方法[町，其激光输出

功率为:
P=王 TPJ _. _2 gO1 _ -ll 

2 - - ð L-ln (工 -T 一 α。) - J 

=专 TP.但-1)ω

其中， T 为透过率; P， 为功率饱和参数 go 为小信号

增益系数; z 为激活介质长度; α也 为腔内损耗;β 为激

发参数。为从方程。)中求出 P，、 2g01、 α。三个未知

量， 可用改变输出透过率法[2)、阂值损耗法，(1)。我们

用插入损耗法在激光腔内引入已知附加损耗肉。

=1, 2，功，分别得到 P.(i= l， 2, 3)，从而得到 α。、

2g01 的表达式.

P 1 -P2 r lnft(α。) , l 
P1-Pa L百五百J-"J

-且车组l+l=O
ln!2 (α。) . 

20nl =U立一lìf一」一
u 飞 Pa -J Llnft (α。)

P1 1 1-1 

一 Pa' ln五百o)J

(2) 

(3) 

其中力=l-T-α。一句(i=l， 2, 3)0 (2)式是只含 α。

未知数的超越方程p 可通过二分法逐步求解;凡可从

2P 
--r~β 的直线斜率求得。

4 

由可γ
图 1 测试原理图

1一凹面全反镜(R=3 米) ; (2一输出镜 (R=∞ ， T4880换
-13. 8% , T5145挨=12.6%) ; 3一分光棱镜 4-Ar+

激光管(石墨，内孔 cþ2. 7 毫米 x 770 毫米) ; 5一电源、;

6一旋转石英片 7一功率计 8一记录仪

实验装置如图 1所示。输出平面镜透过率可取

10% 左右(正常实际运用值范围L 腔内旋转石英

片白， 4) 安装在有精确刻度的转盘上。光束往返一次

它引起的光损耗为

α=l-(l-R山

Ro 由费涅耳反射公式给出为:

.674. 

Ro= 阳2[e-Sin-1(扫nθ)J
叫。+sin-1( ~ sin e) ] 

(4) 

(5) 

θ 为光荣与平板法线之间的夹角，实际的应用范围是

55.6。至 72 0 ， 55.6。是布鲁斯特角;η 为平板对特定

波长的折射率。每转一个 0 角处，对应一个损耗均

值3 从而得一个输出功率 P; 值。 为减小误差， 向及

几各值均在马~甸的平滑曲线上取得。

由测得的 α。和 2g01， 代入下式确定最佳透过率

T m : 

2.qol=-~1-α。 -Tm) [ln (l 一 α。一T响) J2.- (6) 
," U' (1 一α。 -Tm) [ln (l 一 α。 -1'm) ] +1'm 

我们利用上述方法测量了腔内功率字与 β 的
关系曲线(如图 2 所示)，以及小信号增益和饱和功

率随电流密度的变化〈只改变工作电流，其他条件不

变〉曲线(如图 3 和图 4所示L 并由 (6)式得出 4880

A 和 5145Á 的最佳透过率值为 Tm=0 .14 (测量 α。

{瓦)I~旦
T 

201 

1 

1 

2→一一百一一一一基 5 β 

2P 
图 2 腔内功率--y-与 β 的关系曲线

①、②为 48801 对应的不同电流密度;
③、@为 51451 对应的不同电流密度

2go! 

1. 

O. 

0 .4 

/则
。.21

。
6 

xl'∞安/厘米'

图 3 2go! 随电流密度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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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非线性晶体 NLO 系数 Maker

条纹测量法的讨论

王恭明 王文澄 (复旦大学物忽 系 〉

Discussion on the measurement method 

of Maker fringe of NLO coeftlcient 

for nonlinear crystals 

Wang Gongming, Wang Wenchen 

(Department of Physics, F udan University) 

通过分析激光通过非线性晶体薄板时界面和体

内二次谐波的产生p 解释了自 Jerphagnon 和 Kurtz

从电动力学基本方程出发推导的倍频光的透过率。

对比了 NLO 系数 Maker 系数测量法 (MF) 和相位

匹配测量法(PM)的倍频光强度表达式，评述了这两

种方法的优缺点。讨论了薄板多重反射手日高斯光束

截面对 MF 公式的修正。最后估计了实验条件对于

理论公式的偏离。

强光自聚焦、自调制与自加宽

效应的物理描述

赫尤生 ( 中 国科学院土海尤机所〉

Physical description on intense light 

induced se1f-focusing, self-modulation, 
and self-broadening 

He Guangsheng(Shanghai I nstitute of Optics 

and Fine Mechanic喝， .Academia Sinica) 

强激光通过具有三次非线性电极化效应的光学

介质时p 有可能引起介质折射率的感应变化(变化量

大小与入射光场强平方成正比)，因此在入射光束截

(上接第 674 页)

~ 6. 
、血~

2. 
4.L 0 

x l∞安/厘米2

图 4 饱和功率随电流密度的变化

1-
a 

面光强分布为不均匀的情况下， 介质内将相应产生

折射率的非均匀变化p 从而导致光束的自聚焦或者

自散焦效应;又当在足够短的强脉冲激光作用下p 介

质内产生瞬态折射率变化，从而对入射光产生瞬态

相位调制作用p 并按博里叶分析原理，将相应引起入

射光频谱的明显增宽p 这就是所谓强光自调制与自

加宽效应。本文着重讨论上述效应产生的基本物理

机制、 主要的数学公式描述以及对这一课题开展研

究的学术价值和实际应用意义。

可调谐微微秒染料激光脉冲宽度的

二次谐波相关测量

采4圭云 (长春尤4儿学院〉

徐炳德 叶子青 ( 中 国科学院长春尤机所〉

Correlation measurement of second 

harmonics for tunable ps dye 

laser pulse durations 

Liang Guiyun (Changchun College 

of optics and Fine Mechanics) 

Xu Bingde, Ye Ziqing (Changchun Institute of 

Optics and Fine Mechanics, .Academia Sinica) 

讨论了两种波长调谐非共线相位匹配和一种波

长调谐共线相位匹配二次谐波相关测量方案。 改变

基波光荣夹角，是实现波长调谐非共线相位匹配较

好的方法。

对KDP 晶体和 ADP 晶体进行了比较，证明在

Rh6G 染料激光脉冲波长调谐范围内， KDP 晶体较

.ADP 晶体更适合于微微秒-亚微微秒脉冲宽度的二

次谐波相关测量。

=0. 05, 2goZ= 1. 3) 和 T..= 0.10 (测量 α。 = 0 .05，

2goZ= 0 .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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