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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种迅速发展的新型光谱学-一一激发态晶体光谱学(SEC)的实验方法和结果进行了讨

论。激发态晶体光谱学方法的原理是杂质离子在亚稳能级的显著集居，因此，对起始于这种

亚稳态跃迁的吸收光谱可作研究。这个方法使高能级探测成为可能，因为基态到这些高能级

的跃迁是禁戒的，而亚稳能级到高能级的跃迁是允许的。因此有可能研究掺杂离子的完整能

谱，其范围从价带直至晶体基质的转移区。 SEC 在探索新型激光材料方面是有用的。

报导了从红宝石、 镜尖晶石 MgAl20，: Cr3 +、纪铝石榴石飞A1 S012 : Cr3\黄宝石 Be3Al:c
(Si03 )6: Cr3\ 翠绿宝石 BeAl20，:Cr3 + 中获得的结果。在 35000-50000cm - 1 能量范围内，这

些材料的光谱通常都由几个( 3 个或 4 个)宽谱带组成，其光谱强度近似等于从基态起始的宽

带吸收的强度。

55000-60000cm -1 区的反常的强吸收带是所有掺锚晶体所特有的，相应于从亚稳能级到

转移区的跃迁。这个带的强度比 4A2-(4T2 、 4T1 ); 2E一 (2T1 、 2T2 ) 的吸收跃迁强度大两个 量

级。

对非声子窄谱线也作了观测，这些谱线相应于 2E-(2T2、 2T1 ) 跃迁。跃迁声子的重复性

使基质声子频率的计算成为可能。

用 SEC 也有可能观测从较高激发态经亚稳能级到基态的特定跃迁中较高激发态的 集 占

动力学。

另外，激发晶体的吸收谱还使确定基质内 Cr3 +离子晶体场参数成为可能 。

讨论了 15000-60000cm - 1 能量范围 由实验测得的受激翠绿宝石的吸收光谱。该光谱与翠

绿宝石结构 Cs 位置中的 Cr3 +离子能级图的计算作了比较。考察了 2E 亚稳能级的吸收谱对翠

绿宝石发光特性和受激发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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