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此可用作激光-血吟琳癌症探测的光源，为此我们

已做过动物实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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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甲亚枫喇曼发生器的转换效率

Abstract: Raman conversion efficiency of DMCO solution under the action of picosecond 

pulses of various pumping intensities is measured. Preliminary explanation on satur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thereshold are given. 

一、引言

在毫微秒激光脉冲泵浦下， 二甲亚帆溶液有高

的喇曼转换效率，可达 40%(1)。在微微秒激光脉冲

泵浦下的情况p 还未见报道。我们对在微微秒光脉

、 冲泵浦下二甲亚职喇曼转换效率进行了测量，发现

二甲亚帆的喇曼效应有阂值特性p 在一定泵浦条件

下才会发生并具有饱和特性，在泵浦光功率超过一

定值时喇曼光转换效率不再增加p 反而下降。这是

由子强泵浦下，高阶斯托克斯光产生的结果。

二、实验方法及结果

实验装置如图 1。

1 

〈三只

口ι

图 1 实验装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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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涉滤光片， 且，马一一能量卡计

单横模钦玻璃锁模激光器输出一列脉冲p 经过

KDP 晶体倍颇为 5304λ 绿光脉冲，其脉冲宽度为
5ps。此脉冲经由 5300Á 全反1 1. 06μm 全透的平
面镜 M1.M2 将 5304λ 和1. 06μm光分开。 5304λ
光经透镜11 聚焦于长 6 巳m 的二甲亚枫溶液的盒中.

产生的斯托克斯光经由准直透镜/2变为平行光。

我们首先测二甲亚枫溶液的喇曼光谱。将上述

.438. 

平行光经过透镜系统成像子 31WI 平面光栅摄谱仪

上，其光谱的测微光度计扫描如图 2。我们看到，它

除了有毫微秒激光泵浦下产生的 2916cm-1 振动谱

外p 还出现了 2937 cm-1 的振动谱.

白刷

G?'I4 

2) 1队 m ' LG骂3

29'17‘"‘ 

图 2 二甲亚~溶液的啸l曼光谱

为了测量喇曼光转换效率，在泵浦光输入处加

入一个平板 Ma1 使 5304λ 一部分反射到能量卡计
D11 在它的前面加上 5300Á 干涉滤光片。而输出的

喇曼光经过重火石玻璃做成的等边棱镜，再经过透

镜fa 使 6274Á 的光入射到能量卡计 D21 在它前面

加上 6300Á 干涉滤光片。由能量卡计 D1 监视泵浦

光强p 能量卡计 D2 监视喇曼光强。在不同泵浦光强

下，做出喇曼光与泵浦光强关系如图 3。

从困 3 中不难看出，喇曼光只有当泵浦能(或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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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转换效率 2%。如把所有光学元件损耗考虑在

内，转换效率为 4%。即在微微秒光脉冲泵浦情况

下， 啸j曼光转换效率是非常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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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外多光子离解氟里昂22生成电子激发态。2 自由基

q剌曼光输出能与泵浦能的关系

率密度〉达到一定时才能产生，即有阔值特性。当

泵浦强度达到一定时，一级斯托克斯光达到饱和，这

种饱和出现是由于高阶斯托克斯光产生所形成的。

我们可以求出一级斯托克斯光的转换效率

图 3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on the formation of electronically excited radical C2 d3 II, 
on pure Freon 22 under irradiation of a TEA C02 1aser. Six bands of Swan system have been 

observed 

WDS-3 型光栅单色仪分光后由 EMI9558QB 光电

倍增营接收。为了避免激光能量起伏以及随着光解

产物减少荧光逐渐减弱而带来较大的测量误差，我

们对每一个波长读取 12 个数据， 分成四组，即从短

波到长波，再由长波到短波，往返四次。每组读 3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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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里昂 22 离解产物的荧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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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激光诱导荧光的方法已成功地用来探测基态 自

由基，但由红外多光子离解某些气体分子获得电子

激发态自由基的现象还研究得不多，因而对其形成

过程也还知道得很少。

M. O. Bulanii1等人[lJ 用 TEA CO，激光多光

子离解氟里昂 11[CClaF]与马HhC，H，或 C，Hs 的

混合气体，观察到了电子激发态 C，[d8II，] 自由基斯

旺带系的四个谱带。本文报道用不渗入碳氢化合物

的氟里昂 22[CHCIFa]在 TEA CO2 激光作用下，生

成电子激发态 Ca 自由基，观察到斯旺带系的六个谱

带。

二、实验与结果

实验使用光栅调谐 TEA CO2 激光器，输出波长

调谐在 9 .4μm 带， P(20)支线。每个脉冲能量约

2 . 0J，脉宽 150 llS，每个脉冲之间的能量起伏约

15%。光束经焦距为 30cm 的错透镜聚焦。荧光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