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达式是以往文献未曾报道的。最后，对所得结果进行了物理讨论，特别是从矢量模型理论出

友，讨论了考虑相干效应时，弱波吸收谱线若干特性的物理原因。 (048)

共振双光子吸收光谱的一种新方法

朱振和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本文提出共振双光子吸收光谱的一种新的实验方法。实验装置与双光子荧光法测超短脉

冲脉宽的装置是一样的，在测定了信号强度的反差比以后可以推知完全共振双光子吸收截面

与两步单光子吸收截面之比值。理论计算表明本方法的适用范围是相当大的。 (049)

销分子里德堡三重态激发途径的研究养

夏慧荣 徐建文 潘佐橡 马龙生

蔡继光 毕志毅 郑一善
(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

在理论方面p 本文从分子能级自旋一轨道藕合原理出发3 首次提出了寻求从基态出发的许

可跃迁 X12; → A12~ 与具有相同转动量子数J值时的禁戒跃迁X12;→b3I1u 为等频谱线的

方法3 去寻求里德堡三重态等频双光子有效激发时起中间增强作用的单重-三重态混合能级，

并用计算机对所有泛频谱带进行了数值计算。在实验方面3 用窄带脉冲可调谐染料激光器及

四端不锈钢热管炉样品池p 分别以 430nm 和 360nm 荧光波段记录铀蒸气约 40000 时双光

子激发光谱，记录了若干双光子激发跃迁的宽波段 (300 "，800nm)荧光谱带，并考察了它们随

实验条件{温度和压力)的变化情形。计算光谱位置与实验演迹的符合情况证明了纳分子里德

堡三重态是借助近共振混合能级获得有效布居的;标识结果给出了铀分子里德堡三重态的能

级信息。 (050)

uv 泵浦 Na20. 75---0.80μm 受激发射的探讨养 、

孙悦负 陈忠贤桂渺
(哈尔滨工业大学激尤研究室)

首次报道 Na2 分子在 uv 单光子激励下获得 0.75"，0.80μm 的受激发射。分析了单光子泵

捕时的温度、压强及激励函数等有关参量特性，通过理论计算，认为此受激发射来自 A12t-

份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资助课题.

.531 • 



X12; 跃迁。

在 0.75 "，0.80μm 受激发射出现的同时，近红外区出现的1.06"，1. 14μmt普区来自

01J[..-212; 跃迁。

为了进行比较p 又采用若丹明 6G 的 577.28丑m 双光子泵浦 Na2蒸气3 也同时获得 0.75 ..... 

0 .80μ皿受激发射和1. 06", 1. 14μm 近红外荧光谱，经理论分析初步确定 0.75 "，0.80μm 受

激发射来自 G12t-B1J[ω 跃迁，而1.06"，1. 14μm 近红外谱则来自 212;; - 212; 跃迁。 (051)

一种双光子超辐射瞬态相干拍及其在高

分辨率光谱学中的应用

孙驹字
(北京大学物理系)

作者采用 S切rk 开关技术和由微处理机控制的实时截取信号装置首次在 OHaF 分子中观

测到了一种具有异常调制特性的双光子超辐射相干拍3 实验和理论分析证明3 这种特殊的相干
拍现象是由分子中的极微小的超精细结构(约为 40kHz)引起的。作者用密度矩阵方程推导

出了这种特殊相干拍信号的解析式，理论计算和实验结果的一致3 完满地解释了这种新现象。

由于这种双光子超辐射相干拍信号中含有能级超精细结构的信息，因而有可能被用来作为无

多普勒限制的高分辨率光谱测量的一种手段。 (052)

下能级分裂时无单原子量子拍现象
的 Neoclassical 解释

陈天杰
(北京大学物理系)

本文引入了波函数的位相因子3 用 Neoclassioal 理论分析了处于相干激发态原子中偶极

矩的位相。指出 N个具有两种频率偶极矩原子的辐射由四项组成:各偶极矩辐射的非相干迭

加项、单原子中两偶极矩辐射的相干迭加项，各原子间不同频率偶极矩辐射的相干迭加项和各

原子间相同频率偶极矩辐射的相干迭加项。由原子波函数及激发光披的位相等因素分析指

出:

1) 当原子上能级分裂，下能级为基态时3 出现多原子量子拍和单原子量子拍。 2) 当原子

下能级分裂3 且为基态时3 只出现多原子量子拍2 无单原子量子拍。 3) 当上能级分裂p 下能级

不是基态时3 只有单原子量子拍。 4) 当下能级分裂，且不是基态时p 无量于拍。这和实验结果

及 QED 分析一致。证明 Nω01ωsi侃l 理论可以解释这一现象。 (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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