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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频率 ω、间隙 A、振幅 B 情况下的激光输出特性。也给出了激光末能银 τ= 10 毫微秒和

τ= 400 毫微秒时的输出特性。

研究表明， FTIR-Q 开关属于快速 Q 开关。在同样声振幅 A 下3 随频率ω的增加2 激光

输出脉冲宽度变窄、脉冲建立时间缩短、脉冲峰值增加j 在同一频率ω下，随声振幅 B 的增大，

则激光输出特性同前。

本文从理论上讨论了 FTIR-Q 开关各种参数的最佳选择。

实验用自制的 FTIR-Q开关进行p 用电脉冲激励声换能器进行调 Q。激光器是用玻璃椭圆

聚光器，TIl\灯抽运 cþ6 x 70 毫米的 YAG:Nd3+晶体，得到脉宽 17 毫微秒与理论计算的 12 毫微

秒较好的吻合，单脉冲效率可达1.4%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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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掺 Or+Nd:YAG 具有一些重要的特点:

X射线结构分析指出3 由于 Or3+、 Nd3+ 离子的成对排列和体积补偿作用，一定程度上减小

了晶格畸变，使掺杂均匀。干涉条纹、可肖光比和抗辐照实验也证实3 光学均匀性和抗近紫光辐

照能力都比较好。从已经获得的连续、脉冲、重复频率、 Q 开关、倍频、锁模和单模激光性能来

看3 连续运转的阔值低、输出功率和效率高，激光模式好。

由激发(或吸收)光谱得出，由于增加了两个创电子宽带吸收(中心波长 4300 和 5850 埃)，

泵浦效率提高 1 ，..... 2 倍。用对正 Or3+吸收带的波长激发(无 Nd3+吸收峰)，观察到 Nd3+ 强荧

光发射3 证实了 Or3+对 Nd3+ 的敏化作用。进一步测量得出 Or3+ 2E 态荧光猝灭和 Nd3+ 4F3/ 2 

态荧光寿命增长到 400 ，..... 600 微秒，无辐射的能量转移主要表现在咀态传递到守的态。转移

量子效率 60 ，..... 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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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若丹明 6G 脉冲 (5 毫微秒)激光主要对正 Or3+ 吸收带激发，由 Boxcar 时间取样平均

器测量出 Nd3+荧光建立时间小于 50 微秒2 故认为对脉冲工作也有贡献。由光谱实验得到，敏

化作用大小、能量的转移时间和效率以及 Nd3+荧光寿命长短与晶体中 Or、 Nd 浓度有对应关

系

敏化作用的发挥依赖于泵灯光谱匹配，目前常用的泵灯发射谱与双掺晶体吸收谱配合不

理想，不能充分发挥敏化作用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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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电光调 Q 的 YAG 激光振荡-放大系统作为基波光源做实验2 以 OD‘A 作倍频元件，获

得双向倍频输出能量 160 毫焦耳，单向倍频输出 127毫焦耳。脉宽 15 毫微秒2 转换效率 36% ，

如果 YAG 激光采取选模3 则倍频效率可以提高到 60%。实验测得温度匹配曲线，其中最佳

匹配温度 102.800，温度匹配的半宽度 Llt=4.2600。

OD*A 按照 450Y， 900Z 切害。3 长 12 毫米，密封在一个恒温槽里的中心位置3 温度可调范

围 40""13000，温度波动 <0.100。恒温槽的二端窗口被膜片密封，输入膜片对 1.06 微米高。

透3 对 0.53 微米全反;而输出膜片对 0.53 微米高透3 对1. 06 微米全反。这样既能提高恒温槽

的温度稳定性和更好地防潮，又能实现双向倍频3 同时把 OD赘A 端面的反射光和散射光得到充

分利用。

90。 匹配无光孔效应，允许很长的晶体作用长度p 但因 OD铸A 尺寸有限，所以采用串接倍

频增强效应3 二块长 12 毫米J 9 毫米的 OD*A 串接3 第二块增加了倍频光 24 毫焦耳。串接晶

体之间距离尽可能小3 并要注意到它们之间匹配、方位和偏振方向的一致性。

倍频的最佳匹配温度 Tpm 与 OD铃A 的组分、承受的激光功率，特别与氧化程度有关J OD*A 

的 Tpm 之取值范围，一般为 98"" 11200。

本文认为 OD镰A 是一种高效率3 高功率的倍频晶体，尤其对锁模钦玻璃激光倍频，在恶劣

环境(如野外场合)下选用 OD铃A 更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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