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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红外一紫外双共振法对。6H6 的振动

能量转移过程进行研究

双共振方法和激光诱导红外荧光法p 都是用来

研究分子振动能盎转移过程的有效方法。但两者相

比3 双共振法具有高的信噪比和快的响应时间y 因此

可以用来研究大分子的振动能量转移过程。另外，

分子对紫外光的吸收是由不同电子态间跃迁所引起

的， 所以可以研究红外非活性能态的能量转移过程。

我们的实验装置如图 1 所示} CO2 激光和紫外

光经一镀有红外增透膜的 GaAs 分光镜后，同轴地

通过吸收池和 马Hs 样品相五作用。吸收池长 300

毫米p 直径为 30 毫米，一端为 KCI 窗 口， 另一端为紫

外石英窗口。通过吸收池的紫外光经单色仪分光后

由光电倍增管接收，由示波器显示。

因 l 实验方框图

TEAC02 激光器的 P(30) (9 . 6 微米带〉跃迁和

C6H6 的 ν14 (= 1038 厘米)振动模的振动能量相共

振2 我们就是用这一支线来激发乌He的 V14 振动模，

而用一波长 λ=2537λ 的连续辐射紫外光来观察

C6H6 的 ν18 振动能级上的粒子数布居和消布居的时

间特性(如图 2 月斤示〉。 观察了纯 C6日e 蒸气在不同

气压下的紫外吸收信号p 图 3 所示的是我们结果 中

的一个， 上升时间约为 4.1 微秒。作为单指数近似

的结果p 吸收信号的上升时间近似地表示 ν18 能级的

粒子数布居时间2 也可以说是 ν14 振动模到 ν18 振动

模的能量转移时间。经大约 9 微秒后3 信号达到一

个平稳阶段3 这个阶段表示气体的瞬态热平衡。此

外也观察了 C6H6 和 Ar 的混合蒸气的吸收信号p 如

. 704. 

波长 ~2531 埃

因 2 O(~ 的能级图

图 3 4.2 托马H6 的紫外吸收时间特性

核坐标 2 微秒/格纵坐标 0. 1 伏/格

i刽 4 1 托马H6+97 托 Ar 的

紫外吸收时间特性

核坐标 5 微秒/格纵坐标 0 .05 伏/格

图 4所示。同样，根据单指数近似，信号的下降时间

近似地表示 ν18 能级上粒子数的消布居时间， 这个时

间约为 8 微秒左右。迭加在信号上的睐声不是由 50

周干扰所引起的。初步认为是气体中声波的尖 峰特

性，这声波产生于激光束对气体的平动力日热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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