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掺销银酸银锁单品在 632.8 nm 处的高灵敏全息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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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晶体材料研究所，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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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sensitivity holographic storage in Ce-doped SBN at 632. 8nm 

:ftle Xuefeng , Shao Zongshu, Chen Hu(tnchu , Liu Eηquα1) 

(Institllte of Crystal Materials, Shandong University , J inan) 

提要:报道了用低功率 He--No 激光器在掺彷银酸稳顿中的高灵敏全息存妇，

其最大光致折变L.hÒma..:: =1. 07 x 10-4，光致折变灵敏度 s=8x 10-4 c日2jJ ， 最大衍轩效

率可达 78%0 并对其光读出特性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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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酸锤、顿 (8BN) 作为一种光致折变材

料，由于具有较大的屯光系数p 导致较高的光

致折变灵敏度，已被广泛用于全，也存储(1 2J、

扣位共辄(3 ， 4J、双光束相合放大(~ GJ。通过适

当的拉杂∞p可以提高其光致折变灵敏度;但

由于该IEI体对 H←Ne 激光的 |吸收很小F 所以

在 632.8nm 波长处的灵敏度很小。 目前报

道的几乎都是用 Ar+ 激光和或 He--Cd 激光

苦苦得到的结果。本文报道了掺饰 (Ce)饭Rfi惚

韧不[: 632.8丑m处的高灵敏全，也存贮，使用功

率为 25mW 甚至 2皿W 的 He--Ne 激光器3

但可在仔较高的衍射效率。 由于 He--Ne 激

光器的稳定性和实用性，将会使 8BN 在全息

存贮、相 f\ì:共辄光学叶 I仔到更拌遍的应用。

本实验工作所用 8BN 为 Buo. S l'o.GNb2 

OG ， JL 小 CeO!l的合 :豆i; 为 0.1川纬 P 经过极化
L;;; 到lp 切:时加工成 2x5x10mm 的样品巳通

光力内的厚度为 2皿m，光轴平行于前后表

wL 其吸收光 if? 如图 1。从阁 1可见其对

632.8n皿光的吸收系数为 5.5cm-1，此也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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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SBK:Ce 的 1j}'Z收系 ;iZ

其他作者(1-勾所JrJ村品的 l以收系数安大JZ乡。

实验光路如图 2， He--Ne 激光豆~ .38 分

为两束，分别经 Ml， M2 反射后入射到品体

上。两元均为 e 光，分别为 1、2 光束，其与晶

体光轴(正方向〉的相对取向如阁。 两尤在晶

柯: 中非ii干，通过光致折变效应记录了全，巳光

柑。 8BN 的记录特性二li:Jlf过牛1I 魁把;1'在一束写

入光， ~~1:J孟其所记录光栅的衍射效率得到的。

其衍射效率由定义为衍射光光~~\主j元;二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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阁 3 衍射效率与记录时间的关系

在时适射光光强的比值。 在不同的入射光强

下，其衍射效率随记录时间变化的关系示于

图 3。 从图 3 可见用 SBN:Oa 做全息存储，

在 H←Ne 激光波长下，最大衍射效率可达

78 任 3 斗t ~.j归于 12ÛmW/cm!l的光功率密

度产 由公式 ;7= 8皿!l (π Llnd/Â. ('08 e) C7J，及实验
条件(J， = 2mm， λ = 632.8nm， 6l= 100 ，可以

三民币~ Jrn皿口 = 1. 07 x 10→。另从图中还可以
;n.到，用功率密度(两光之和〉为 1!X>皿W，

cm2 的光记录时，达到 10% 的衍射效率所需

屯的入JFj 光能电密fY约为 60m .T/cm2 ， 由上

丽的公式及光致折变灵敏度的定义[8J

s = c.n/L1W们p

其中 J1VG1成为晶体所吸收的光能量密度，结

合本实验的具体参数，求得其对应的光致折

变灵敏皮s = 8 X 10-4 cm2/J 。此值虽较用Ar+

激光 4SS日皿波氏平E BaT.i03、 SBN:Oe 中得

到的值~小，但已较用 Ar+ 激光在其他晶体

女n BSO (BGO) , L .i.Nb03 : Fe、LïNb03 :Rh、

Ba2N凡Nb:.01~ 及纯 SBN[9J中得到的结果要高

一个数2级。

定义全息光栅的读出特性为用一光束沿

布喇格方向读出光栅时，其衍射效率随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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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变化关系。在光路中挡去 1允或 2 光，

可以测得对应于 1 光或 2 光的读出特性曲

线。如民i 4 , (α〉、 (b) 、 (0)分别对应于不同能

量密度的 1 光作为读出光时的读出特性曲

线， (α') 、 (b') 、 (c')对应于 2 光读出的情形。从

图中可见，用相对于光轴不同取向的光作为

读出光，其相应的读出特性有较大的差异。用

适当强度的 1 光(与 2 光相比是沿 +0方向)

作为读出光p 全息光栅可以几乎无损耗地被

读出，这一点对光致折变晶体中的全息存储

是十分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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罔 4 全息光栅的i卖出fi性曲线

上述实验中找们使用的是 25mW 的单

横模 E←Ne 激光器，我们还月1功率大约为

2mW 的小型 He-Ne 激光器重复了上述实

验p 在实验中加起偏器以保证入射3'IJ晶体上

的两柬光均为 e 光，所得到的全忠先栅的战

高1{j射效率可达 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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