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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荧光频谱的观测可知，三原子稀有气体卤化物准分子和对应的双原子稀有气体卤化物

准分子相比，一般说来都具有较长的荧光寿命002n8 )和较宽的荧光谱带〈约 50---80nm)，因

此它们的光学增益比双原子准分子要低得多。

光增益的直接测量是利用 Ar+激光器产生的 514.5nm 激光作为恒定的探测光束(直流信

号，它通过激光介质反应室后被多次反射经由约 7 米长的光程传播后到达接收器一一光电

倍增管(RCA C31000B)。在光路上引入了多个光阑，用来限制荧光和其他外来近轴光的干

扰。为了提高总的增益，在激活介质反应室的两端，使用了两个开有小孔的平面反射镜，适

当调整它们间的相对取向，可以得到三次和五次通过反应室中激活介质的折叠光路。这就大

大增长了放大长度，从而提高了接收器输入端的信噪比。

值得指出的是，测得的增益随反应室中折叠光路所在位置的不同而有所变化。 当我们把

折叠光路的位置限制在垂直于电子束入射方向的平面内时，被测得的光信号说明， 在通过反

应室光轴的平面内，有着最大的增益，且不呈现出吸收现象，在接近电子束发生器阳极销片

的平面内，紧跟辉光之后先呈现暂时的吸收过程(约持续 45n时，然后呈现净增益约为1.0%

cm-1。比光轴还远离阳极的平面内，虽然不呈现吸收现象，但辉光后呈现的净增益仅 1. 7%

cm- 1。在包含光轴的平面内测得的增益信号，其峰值与同样条件下观测到的激光输出峰值相

对应，增益峰值 2.7%cm- 1 和 K. Y. Tang 等人的结果 2.5%cm- 1 相当接近。

我们还观察到了反应室中光强的弛豫振荡现象，这种振荡可以理解为光场与粒子系统的

反转分布间相互作用的结果。由测得的增益时间特性计算出光强弛豫振荡周期约为数十毫微

秒，基本上与实验值相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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