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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介绍了气动激光器腔的数值解析法。它把气动激光器微粒理论方程联系起来，描述

了气体流动、振动能量交换和弛豫现象。这样，按照标量光学近似描述的光束传播可确定用

以形成激光器光学腔的二个长方形圆柱反射镜上的场分布。这种方法适用于循环反射镜的多

程腔。可以检验气动激光器这类构形的光学系统的实用性。在多程腔的数值编码中，作了二

个附加的简化假设(1)计算腔的反射镜(凹形和凸形)的场分布时，认为在光束尺寸范围内，

增益是恒定的。只是从折迭反射镜每次反射后，才考虑到增益的变化。 (2) 确定沿着通道的

增益分布时，假定辐射场的强度分布在光束横截面上是均匀的，只是在折迭反射镜上一次又

一次地反射，它有相当的变化。

最佳计算表明，产生激光的混合物从喉部高度 O.lmm处喷口喷出，其张角为 30 度。光

学腔 占据一个高 8mm、长 7mm 且有恒定截面积的体积或具有一固定的压力( 0.1 大气压〉

而高度从 4 毫米增加到 8 毫米的通道中。在这两种情况下，两个反射镜横贯流动的距离为

52.1 cm。为使感生辐射场完全复盖工作混合物，能在腔内实现的放大程数会受到反射镜直径

和通道长度的限制。反射镜的直径由通道中适当的点的高度决定。按照上面给定的气功激光

器通道的尺寸，可容纳一个放大程数为 13 的腔。除了二个主反射镜以外，组成腔的还有分布

在工作区的两侧的 6 个平迭式反射镜。由这个思路设计的腔的特征参数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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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M为放大倍数J 20} 、 202 为反射镜的直径J 2aout 为输出光束直径 ， Lz 为反射镜之间

的距离J Lr 为腔激活区长度J R} 和几为二个主反射镜的曲率半径J PIl 为光束的输出功率。

沿着气功激光器通道的场和粒子数反转的分布和双长方形反射镜的情况是类似的。整个

反射镜的场分布(强度和位相)是一个低费涅耳数非稳定腔的典型情况。分析在一附加的输出

反射镜焦平面上的远场分布可获得有关辐射功率和输出光束质量的信息。多程腔折迭反射镜

不可控制的大的衍射损失会影响到激光器的效率和输出激光功率，但比起通道几何形状相同

的气功激光器的两个长方形反射j应却要小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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