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电子密度的变化曲线非常相似。如图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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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向流动 002 激光器增益系数的测量

Abstract; The relations among the gain coefficien t of a transverse flowin g CO 2 laser , the 

discharge time, locations and compositions are measured..The qualitative expJanations are given . 

一、实验装置 凹面全反镜上以提高位置分辨率，然后经过透射率

图 1 是我们测量的横向流动 CO2 激光器电极及 为 40% 的平面镜分光。经错镜进入光腔的功率约

腔体结构剖面图。 1 .6 瓦p 光束直径约 6 毫米，功率密度为 6 瓦/厘米

图 1 JL6-A 激光器结构简图

测量装置如图 2 所示。所有测量装置，除数字

电压表和打印机外，都固定在一个 x- ν 平面内可调

的基座上。探测光束为 000l~1000 跃迁带的 P(20)

谐线，输出功率约为 4 瓦3 功率漂移约为 1%分。

探测光束用平面全反镜射向曲率半径约 8 米的

图 2 增益系数汩IJ m:装置简图

1. 12一热敏电阻 1， 2; 2、 11-NaOl 没射片;

3一全反镜， R;::;8 米 4-002 调频激光器;
5一全反镜 6一分光镜 7一打印机 8一数

字电压表 9- KOl 窗 10一激活区

二、测量结果和讨论

为叙述方便，我们把实验用的各科i激活介质编

号列在表 1。测量条件为: 气压 20 托，电流 10 安培2

气体流速 70 米/秒。 除注明的以外，输入电功率为

8500 瓦。

表 1 测量中使用的激活介质

混 合气体比例(气压比)
序号

002 N2 O2 He Ar 

1 5 27 3 65 。

2 5 27 3 49 16 
3 5 27 3 32.5 32.5 

4 5 27 3 J.6 49 

5 5 27 3 。 65 

1. 地1i随放电时间的变化

这实际上代表着器件一次充气的使用寿命。我

们对 3 号气体在坐标为 (32， 19)处一一图 1 所示的

(x， y)坐标位置， 1二i毫米为单位，做了这种寿命测量，

结果如图 3所示。图中" Â"表示放电中断一段时间

后重新放电的起点。测试延续 31 小时P 放电时间为

10小时。

图 3 中也给出了电流不变情况下3 电压随时间

的变化。可以看出，在放电开始后几分钟内，电压和

• 743 . 



y=19 线上不同气压比的烟益分布

• 1 号气休

X 2 号气体

• 3 号气体

• 4 号气体

。 5 号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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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极位降的不同来解释。

文献[lJ做了气压为 250 托， 流速为 30 米/秒，

气压比为 CO2 : CO: N2 : (He+Ar) =3 :1:6: (20)，在

0 . 5 安培电流下增益随 He 和Ar的相对含量的变

化。为了进行比较3 我们选 ν=19 线上三个不同位

置测量了增益与 He 和 Ar 相对含量的关系(图的。

在我们测量的终点 x=108 处2 曲线与 [lJ的结果非

常一致。 而我们的辉光区下游边界是 x=100， 这可

能是由于气压、流速和电流的影响。

感谢陈丽岭同志的有益讨论和史杰荣、 孙传香

同志对实验工作的帮助。

图 6

增益都有所下降2 放电 20 分钟后2 增益开始稳定地

缓慢上升y 在 300 分钟左右通过一个极大值2 然后开

始缓慢下降。 10 小时增益波动土7%，电压都基本

上保持上升趋势。

这种增益与放电电压随时间的变化趋势与气体

的离解、气压的缓慢升高以及电极的氧化等有关。

可以看出p 我们的器件一次充气后可连续使用

10小时以上。对 1 号气体也做了寿命实验，得到相

似的结果。

2. 在垂立于尤轴的截面内的增ii分布

我们在图 1 所示的 (x， y)平面内测量了不同位

置 1 号工作气体的增益系数p 图 4 是该截面上等增

益分布图。在流场中心增益较高，增益区较 宽 。 这

显然是由于流场中心流速较高3 在受激分子的弛豫

时间内流过的距离较长3 且流速越高3 电子越被推向

下游J 有利于下游分子的激发。在阴极附近等增益

线有扰动p 这与气流的扰动有关。此外3 这里的电流

密度较大，气体温度较高也是造成这种扰动的原

因。

(32 , 19)处增益与电压随时间的变化图 3

ioF/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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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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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增豆豆与气休成份的关 单

我们沿 y=19 线测量了这五种气体的增益，结

果示于图 5c 图中可以看出 He:Ar=l;l 的情况下

获得最大增益p 并且含有 Ar 的气体在下游区增益

下降较慢且高于无Ar时的增益。在 10 安培电流

下p 随 Ar 含量增加2 电压由 850 伏上升到 960 伏。

虽然注入功率升高2 但出口气体温度均为 115土2吧。

这些可由 He 和 Ar 对上、下激光能级消激发速率及

垂直子光轴截面上的等增益分布图是

.7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