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量了该型激光器在不同的放电条件下3 气温沿着气体流道的分布情况，以及激光器在额定工作

情况下，在长时间连续运转的过程中，气体流道上各处气温随时间的变化;作出了该型激光器

在长达 10 小时的连续运转过程中，激光器的输出功率、效率随气温而变化的关系曲线。实测

表明3 放电'区内上游气温每升高 100，激光器的输出功率平均下降约 40WJ 效率平均下降约
0.23%。最后提出了一些改善激光器散热性能的主要措施。 (112)

单纵模固体激光器的物理设计和实验研究

曹渭搂 陈庆浩 朱智敏 陈绍和 徐仁芳 邓锡铭
(中国科学院上海尤机所)

孙云龙 解桥
(华北尤电技术研究所)

分析了单纵模固体激光振荡器的物理特性，设计了预激光调息高重复率工作方式的振荡

器3 实验上获得了 100% 的长时间的高功率单纵模激光输出，具有广泛的应用前途。

固体器件要工作在单纵模状态，远比气体器件困难，所遇到的物理问题和技术问题十分复

杂。 固体器件的工作物质荧光线宽很宽，能级寿命长，腔内存在驻波烧孔效应，又没有稳定频

率输出的参考点。我们对这些主要物理问题进行了分析p 设计了合理的物理参数，采用了合适

的元件，得到了长时间的 100% 单纵模激光输出。

我们还着重对单缴模激光和多纵模激光的特性用条纹相机进行了测试和比较p 单纵模激

光波形十分光滑而多纵模激光存在严重的调制。另外还用标准具测量了单纵模和双纵模的光

谱3 并用高速示波器记录了双纵模的拍频现象。

本文首次报道了脉冲预激光调 Q 振荡器的长时间 100% 的单纵模输出， Nd:YLF 单纵模

振荡器已用于大型磷玻璃激光等离子体物理实验系统。 (133)

1.3μm 外腔粘接型窄线宽 InGaAsP

单模半导体激光器

许知止 霍玉晶 陈家弹 用炳琅
(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

我们采用粘接技术将半导体激光器、自聚焦透镜和平面反射镜三者构成一个整体3 作成了

性能优异、结构小巧紧凑的外腔半导体激光器3 其输出波长为1. 3μill，输出功率大于 2皿W，

单模线宽约 2MHz，单模稳定时间接近一小时3 输出光斑尺寸及光束发散角均较小。该激光器

不需要任何机械调整3 可以有效地消除机械不稳定性3 一经注入适当的正作电流p 在无恒温的

普通实验室中即可获得较长稳定时间的窄线宽单纵模输出，给使用者带来较大方便。 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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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μm 单纵模输出为光通讯特别是相干光通讯提供了一个较理想的实验光源，并可望在其'运

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 (134)

φ40mm 孔径高重复率 Nd:YAG 片状

激光器的物理参数设计

曹清楼 陈庆浩 唐福林 张梅珍 华雪曹 邓锡铭
(中国科学院上海尤机所)

利用我所温梯法生长的大尺寸 Nd:YAG 晶体，设计了 φ40mm 高重复率片状激光振荡器

和放大器，对激光器件的物理参数进行了计算，并着重考虑了储能的提取效率、寄生振荡的控

制、片工作物质的温升、冷却气体与片的热量交换、冷却功率的耗费和片中的应力等重要物理

和技术问题，并将报道其初步实验结果。

作者认为2 由于 Nd:YAG 晶体具有很好的导热性能，表面能承受较大应力，破坏阔值高3

经久耐用，是新一代高功率实用固体激光器的理想工作物质。 (135)

铜蒸气激光器振荡一放大系统同步问题的实验研究

梁培坪 任虹王志英沃敏政
(中国科学院上海尤机所)

振荡一放大方式是提高脉冲激光器效率、增加输出和改善光束质量的重要途径p 振放级之

间的同步是其中的关键技术。本文介绍重复率为 6kHz、脉宽为 20国的铜蒸气激光振放系统

的同步问题的实验研究结果。

延时对放大器输出幅度的影响并不十分临界3 具有放大功能的延时范围约 120ns，但在此

范围的两侧3 放大器成为吸收介质。 这种同步特性曲线呈不对称形状。铜激光的绿光(510.6

皿:1)和黄光 (578.2丑皿)的同步特性曲线也不相同。

用一只 PIN 光二极管同时接收振荡器和放大器的激光信号p 从示波器的描迹可以清楚地

测出闸流管工作的抖动时间 (4ns) ，对应的输出幅度起伏为 10"'20 % 。

在同步合适的条件下3 放大器输入 1 W. 净输出 5.5W. 比之在相同条件下作为振荡器的

输出效率提高 15%0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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