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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低分子量成膜剂、补充单体及多种光敏剂，开展了绿敏聚乙烯醇／丙烯酰胺体系光致聚合物的吸收光谱

测试、染料浓度及膜层厚度优化研究，获得了高衍射效率及感光灵敏度的绿敏光致聚合物全息记录材料。实验仅

需２０ｍＪ／ｃｍ２ 的曝光量即可获得８２％的衍射效率，最大衍射效率可达９２％以上。测试了该材料的角度选择性，对

应的布拉格选择角宽度约为０．５７°；开展了角度复用和空间复用全息存储实验，获得了清晰明亮的全息存储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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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基于聚乙烯醇／丙烯酰胺体系的光致聚合物具

有较高的感光灵敏度和衍射效率、制作方便、成本低

等优点［１～４］，且该水溶性体系与油溶性体系［５，６］相比

还具有无毒环保的优点，引起了国内外研究人员的

广泛关注。针对目前聚乙烯醇／丙烯酰胺体系光致

聚合物空间分辨率不高的问题，徐敏等［７］提出了一

种采用低分子量的聚乙烯醇作为成膜剂来增大折射

率调制度、提高衍射效率及空间分辨率的新方法。实

验表明采用低分子量的成膜剂及添加丙烯酸等补充

单体可将红敏光致聚合物的分辨率从１０００～２０００

ｌｉｎｅｓ／ｍｍ有效提高到３０００ｌｉｎｅ／ｍｍ 以上。仅需

４０ｍＪ／ｃｍ２的曝光量即可获得８５％的衍射效率。

目前国内外已报道的绿敏聚乙烯醇／丙烯酰胺

体系光致聚合物材料一般采用藻红Ｂ，曙红Ｙ，赤藓

红Ｂ等染料作为光敏剂。报道的最大衍射效率（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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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５％）及对应的曝光量（６０～１６０ｍＪ／ｃｍ
２）均有待

进一步改善［８～１１］。本文在红敏光致聚合物优化配

方的基础上，针对目前已报道的绿敏聚乙烯醇／丙烯

酰胺体系光致聚合物材料感光灵敏度及衍射效率不

高的问题，重点研究了基于赤藓红、曙红 Ｙ染料的

两种绿敏光致聚合物中染料浓度及膜层厚度对材料

全息记录特性的影响，获得了优化的绿敏光致聚合

物配方。所记录的绿敏光致聚合物全息光栅的衍射

效率及对应的感光灵敏度与国内外已报道结果均有

明显的提高。在此基础上开展了该材料的全息存储

特性及其在空间复用、角度复用全息存储方面的初

步应用研究。

２　光致聚合物干板的制备

作为全息记录材料的光致聚合物体系一般包含

光敏剂、光引发剂、一种或多种单体、成膜剂等。全

息干板采用丙烯酰胺作为主要单体，亚甲基双丙烯

酰胺和丙烯酸作为促进剂和补充单体，三乙醇胺作

为光引发剂，低分子量（９０００）的聚乙烯醇作为成膜

剂。除光敏染料以外的化学试剂的浓度配比均与红

敏光致聚合物的优化配方一致［７］，分别是：聚乙烯醇

质量分数５％，丙烯酰胺质量分数２．４％，亚甲基双

丙烯酰胺质量分数０．４５％，丙烯酸体积分数２％，三

乙醇胺体积分数０．２％。分别在安全灯下添加一定

浓度的若丹明、曙红、曙红Ｙ和刚果红、赤藓红等绿

敏染料作为光敏剂制备好不同厚度的光致聚合物干

板，置于温度２０～２５℃，湿度５０％～７０％的暗室中

干燥两天备用。

３　绿敏光致聚合物的配方优化

３．１　吸收光谱测试

为了选择合适的绿敏染料，分别采用若丹明、曙

红、曙红Ｙ和刚果红、赤藓红等染料制备了５种不

同的绿敏光致聚合物全息干板，使用日本岛津

ＵＶ２５５０型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对其吸收光谱进行

了测试分析，吸收光谱如图１所示。

使用不同染料所制备的光致聚合物干板的吸收

峰位置及吸收强度均不相同。为了获得更好的感光

性能，要求所用的染料需与全息记录所用的激光光

源相匹配。光谱测试表明，若丹明染料的最大吸收

峰为５３４ｎｍ，曙红为５２７ｎｍ，曙红Ｙ为５２７ｎｍ，刚

果红在５１３ｎｍ和５４２ｎｍ处有很弱的吸收峰，赤藓红

的最大吸收峰为５３７ｎｍ。除刚果红外其他４种染料

所制备的光致聚合物干板在波长５１４ｎｍ，５３２ｎｍ处

均有较大的吸收，因此可以用输出波长５１４．５ｎｍ的

Ａｒ＋激光器及输出波长为５３２ｎｍ的倍频Ｎｄ∶ＹＡＧ

连续波激光器作为记录光源。通过对以上５种光致

聚合物干板进行初步的全息记录实验，从衍射效率及

感光成像速度等指标综合考虑，选用曙红Ｙ和赤藓

红作为绿敏染料，进行进一步的实验优化。

图１ 不同绿敏光致聚合物的吸收光谱比较

Ｆｉｇ．１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ｓｐｅｃｔｒａ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ｒｅｅｎ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ｐｈｏｔｏｐｏｌｙｍｅｒｓ

３．２　染料浓度的优化及分析

为了测试染料曙红Ｙ和赤藓红的浓度对光致

聚合物干板衍射效率和感光灵敏度的影响，采用赤

藓红及曙红Ｙ染料制作了质量分数分别为３×１０－５，

４．５×１０－５和６×１０－５的６种不同的全息干板，板的

厚度均为６０μｍ。由于所用染料的浓度均不高，在

干板干燥过程中未见明显的染料析出现象。实验中

利用Ａｒ＋激光器发出的５１４ｎｍ波长的绿色激光记

录非倾斜透射全息光栅来考察光致聚合物全息干板

的感光特性。为便于比较，所记录的全息光栅的空

间频率固定为１０００ｌｉｎｅｓ／ｍｍ。全息图记录完成

后，采用红外灯均匀照明来对全息图进行热定影，这

可以进一步漂白光敏染料，使得处理后的全息图吸

收非常低，衍射效率高。

图２（ａ）是采用３种不同浓度的赤藓红染料制备的

光致聚合物全息光栅衍射效率与曝光量的关系曲线。

当赤藓红质量分数为３×１０－５时，需要１２０ｍＪ／ｃｍ２ 的

曝光量才能达到最大衍射效率８６％；质量分数为４．５×

１０－５时，需要１２０ｍＪ／ｃｍ２ 的曝光量达到衍射效率

６４．５％；质量分数为６×１０－５时，曝光量为２０ｍＪ／ｃｍ２

时便可达到６０．８％的衍射效率，需要１００ｍＪ／ｃｍ２ 的曝

光量即可达到最大衍射效率９２％。可见赤藓红质量分

数为６×１０－５的光致聚合物材料具有较高的曝光灵敏

度，相同曝光量下其衍射效率也普遍高于其他两种，在

全息记录性能上优于其他两种干板。

４８９



４期 段晓亚等：　绿敏聚乙烯醇／丙烯酰胺体系光致聚合物的配方优化及全息存储特性

图２ 不同赤藓红浓度（ａ）和曙红Ｙ浓度（ｂ）的光致聚合物全息光栅的衍射效率与曝光量的关系曲线

Ｆｉｇ．２ Ｄｉｆ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ａｓａ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ｒｙｔｈｒｏｓｉｎｅｄｙｅ（ａ）ａｎｄｅｏｓｉｎＹ（ｂ）

　　图２（ｂ）是采用３种不同浓度的曙红Ｙ染料制

备的光致聚合物全息光栅衍射效率与曝光量的关系

曲线。当曙红 Ｙ 质量分数为３×１０－５时，需要

１００ｍＪ／ｃｍ２的曝 光 量 才 能 达 到 最 大 衍 射 效 率

７２．５％；质量分数为４．５×１０－５时，需要１２０ｍＪ／ｃｍ２

的曝光量达到最大衍射效率９２％；曙红Ｙ质量分数

为６×１０－５时，曝光量为２０ｍＪ／ｃｍ２ 时可达到８２％

的衍射效率，仅需８０ｍＪ／ｃｍ２ 的曝光量即可达到最

大衍射效率９２％。显然，染料质量分数从３×１０－５

增加到６×１０－５，材料的曝光灵敏度及衍射效率有

明显的升高，即曙红Ｙ质量分数为６×１０－５的光致

聚合物材料具有更为优良的全息记录性能。

比较图２（ａ）中赤藓红质量分数为６×１０－５及图

２（ｂ）中曙红Ｙ质量分数为６×１０－５的光致聚合物的

曝光曲线还可以发现，尽管两种干板均可达到９２％

的最高衍射效率，但后者在相同曝光量下可获得更高

的衍射效率，达到最大衍射效率所需的曝光量也小于

前者，即采用曙红Ｙ染料的绿敏光致聚合物的全息

记录性能优于采用赤藓红染料的绿敏光致聚合物。

表１ 已报道的绿敏聚乙烯醇／丙烯酰胺体系光致

聚合物的全息记录性能比较

Ｔａｂｌｅ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ｈｏｌ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ｒｅｃｏｒｄｉｎｇ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ｒｅｅｎ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ｐｏｌｙｖｉｎｙｌａｌｃｏｈｏｌ／ａｃｒｙｌａｍｉｄｅ

ｂａｓｅｄｐｈｏｔｏｐｏｌｙｍｅｒｓｗｈｉｃｈ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Ｇｒｅｅｎ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ｄｙ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ｄｉｆ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ｆｏｒｍａｘｉｍｕｍ

ｄｉｆ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ｍＪ／ｃｍ２）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８ Ｙｅｌｌｏｗｉｓｈｅｏｓｉｎ ７５ ７０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９ ＥｒｙｔｈｒｏｓｉｎｅＢ ５０ ６０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１０ ＥｒｙｔｈｒｏｓｉｎｅＢ ５５ １００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１１ＳａｆｒａｎｉｎｅＴ ４０ １３０

　　表１给出了目前国内外已报道的几种绿敏聚乙

烯醇／丙烯酰胺体系光致聚合物的全息记录性能，列

出了其所用染料、最大衍射效率及所需的曝光量。

对比以上结果可以看出，制备的曙红Ｙ质量分数为

６×１０－５的光致聚合物仅需２０ｍＪ／ｃｍ２ 的曝光量即

可达到８２％的衍射效率，曝光量为８０ｍＪ／ｃｍ２ 时可

达到最大衍射效率９２％。可见本文报道的光致聚

合物材料在最大衍射效率及感光灵敏度等指标上均

优于国内外已报道的结果。经过初步分析后认为其

原因在于我们的光致聚合物配方中采用了低分子量

的聚乙烯醇作为成膜剂，并且在体系中添加了丙烯

酸作为促进剂和补充单体，其作用在于［４，７］：

１）小分子量聚乙烯醇的分子链结构更短，相互

之间的缠结更少，这样的成膜剂可以使其他组分更

均匀地分散其中，提高感光胶的成膜性能，有助于提

高成像质量；

２）小分子量聚乙烯醇可以降低感光胶的粘度，

这样光聚合反应过程中单体迁移受到的阻力小，一

方面可以更容易地从暗区向明区迁移，提高感光成

像速度；另一方面可以促使更多的单体在明区聚合，

增大明区的折射率，从而提高材料的折射率调制度，

增大衍射效率；

３）丙烯酸的作用有两个：一是保持感光膜层中

一定的湿度，在光化学反应过程中可使产生的自由

基更易移动，从而提高反应速度，即提高了体系的感

光灵敏度；二是作为单体参与光化学反应，增加折射

率调制度，提高衍射效率。

３．３　膜层厚度对衍射效率及灵敏度的影响

合适的厚度为光致聚合反应提供了一个恰当的

反应空间，厚度的增加可使单位体积内的单体量增

多，为达到有效的折射率调制度提供了保证。厚度

还与材料的角度选择性直接相关，决定了在记录材

料的同一位置处以角度复用全息存储方式可以记录

的全息图数目，即对存储密度有重要影响。

图３（ａ）给出了赤藓红质量分数为３×１０－５，厚

度分别为６０μｍ和１２０μｍ的１０００ｌｉｎｅｓ／ｍｍ光致

聚合物全息光栅的衍射效率与曝光量的关系曲线。

５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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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μｍ的干板在曝光量为１２０ｍＪ／ｃｍ
２ 时最大衍射

效率可达到 ８６％，１２０μｍ 的干板在曝光量为

１００ｍＪ／ｃｍ２时最大衍射效率可达到９１．５％，厚板的

感光灵敏度及最大衍射效率均有所提高。

图３ 赤藓红染料（ａ）和曙红Ｙ（ｂ）光致聚合物全息光栅衍射效率与曝光量的关系曲线

Ｆｉｇ．３ Ｄｉｆ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ａｓａ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ｆｏｒｈｏｌ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ｇｒａｔｉｎｇ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ｏｆｅｒｙｔｈｒｏｓｉｎｅｄｙｅ（ａ）ａｎｄｅｏｓｉｎＹｄｙｅ（ｂ）

　　图３（ｂ）给出了曙红Ｙ染料质量分数为３×１０
－５，

厚度分别为６０μｍ和１２０μｍ的１０００ｌｉｎｅｓ／ｍｍ光致聚

合物全息光栅的衍射效率与曝光量的关系曲线。

６０μｍ的干板在曝光量为１００ｍＪ／ｃｍ
２时最大衍射效率

可达到７２．５％，而１２０μｍ 的光致聚合物干板在

１００ｍＪ／ｃｍ２曝光量时可达到８６％的衍射效率，在相同

的曝光量下，厚度为１２０μｍ的光致聚合物干板的衍射

效率普遍高于厚度为６０μｍ的光致聚合物干板。

从图３可以看出厚板的衍射效率普遍比薄板的

高，可见适当地增加厚度可使感光灵敏度得到提高。

这种现象可以认为是随单位体积内的单体量增大，

聚合时迁移的距离缩短，从而加速单体聚合。但是

随着厚度的增加，板对光的吸收、反射愈加严重，而

且还易引起皱缩效应造成布拉格角度的偏移［１２～１３］，

故板须保持在适当的厚度。

４　空间复用及角度复用全息存储实验

４．１　角度选择性测试

由Ｋｏｇｅｌｎｉｋ的耦合波理论，无吸收体积型透射

相位光栅的衍射效率可表示为［１４］

η＝
ｓｉｎ２（ν

２
＋ξ

２）１／２

１＋（ξ／ν）
２
， （１）

其中ξ表示布拉格失匹配因子，ν为光栅的有效光

学厚度，可表示为

ν＝
πΔ狀犱

λ（ｃｏｓθｒｃｏｓθｓ）
１／２
， （２）

其中Δ狀是折射率调制度，犱是光栅厚度，λ是再现

光波长，θｒ和θｓ分别是照明光波和衍射光波与光栅

平面法线的夹角。

当再现光波长与记录波长一致时，可用再现光

波入射角与布拉格角θｂ之间的偏移量δθ来表示ξ

ξ＝
犓犱ｓｉｎ（Φ－θｒ）

２ｃｏｓθｓ
δθ， （３）

犓表示光栅的传播矢量，等于２π／Λ，Λ表示光栅的周

期。Φ表示光栅传播矢量与光栅表面法线的夹角。

对非倾斜体积型透射光栅而言，Φ ＝ π／２，

θｒ＝－θｓ，这时

ν＝
πΔ狀犱

λｃｏｓθｒ
，ξ＝

２π狀犱ｓｉｎθｂ

λ
δθ， （４）

其中狀为光栅的平均折射率。

由公式（１）可知，随着布拉格失匹配因子的增

加，相位型体积透射全息光栅的衍射效率急剧下降。

当光栅的衍射效率下降到零时，相应的布拉格偏移

因子ξ约为２．７２，这时布拉格选择角宽度Δθ可由

公式（４）推导出
［１５］

Δθ＝
２．７２λ

２π狀犱ｓｉｎθｂ
。 （５）

　　对所制备的空间频率１０００ｌｉｎｅｓ／ｍｍ，膜层厚

度６０μｍ，平均折射率１．５的光致聚合物透射体积

光栅的角度选择性进行了测量，并与理论值进行了

对比，结果如图４所示。

图４ 透射型光致聚合物体积相位光栅的角度选择性曲线

Ｆｉｇ．４ Ａｎｇｕｌａｒ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ｃｕｒｖｅｏｆａｐｈｏｔｏｐｏｌｙｍｅｒ

ｖｏｌｕｍｅ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ｇｒａｔ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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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图４可以看出，当再现光波的入射角与布拉

格角之间的偏移量增加时，全息光栅的衍射效率从

峰值很快下降到零。实验测得的演化趋势曲线与理

论值吻合得较好，其对应的布拉格选择角宽度曲线

主瓣的半高全宽（ＦＷＨＭ）约为０．５７°。这样就保证

了在全息记录材料的同一位置处可以通过改变参考

光角度记录多幅全息图，而不会在再现时引起全息

图之间的干扰，产生串话。

４．２　复用全息存储实验

为了验证该光致聚合物用于全息存储的可能

性，采用图５所示的典型傅里叶变换全息图记录光

路来进行全息存储实验。分束器将入射的 Ａｒ＋激

光分为两束，其中的一束（物光）经过空间滤波和准

直后照射在物面上，物面位于傅里叶变换透镜的前

焦面。将全息干板放置在傅里叶变换透镜的后焦面

附近，用来记录物体的傅里叶变换谱与参考光干涉

后形成的干涉条纹。

图５ 空间复用和角度复用全息存储实验装置图

Ｆｉｇ．５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ｅｔｕｐｆｏｒｓｐａｔｉａｌａｎｄａｎｇｕｌａｒ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ｘｉｎｇｈｏｌ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ｔｏｒａｇｅ

　　在图５中通过平行地移动全息干板，以空间复用

全息存储方式在干板的不同位置记录下多幅全息图。

图６（ａ）是其中三幅全息图的光学再现图像。可以看出

再现像有很高的亮度和清晰度，且相互之间无串扰。

由于每幅全息图的记录面积大约０．５ｍｍ２，从而采用

空间复用全息存储方式在１ｃｍ２ 的面积上可以存储超

过１５０幅的全息图，存储密度超过１Ｇｂｉｔｓ／ｃｍ２。

图６ 采用光致聚合物进行空间（ａ）和角度（ｂ）复用全息存储的再现图像

Ｆ ｉｇ．６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ｉｍａｇｅｓｏｆｐｈｏｔｏｐｏｌｙｍｅｒｂｙｓｐａｔｉａｌ（ａ）ａｎｄａｎｇｕｌａｒ（ｂ）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ｘｉｎｇｈｏｌ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ｔｏｒａｇｅ

　　在图５中通过改变参考光的角度，可以角度复

用全息存储方式在干板的同一位置处记录多幅全息

图。图６（ｂ）是其中三幅全息图的光学再现图像，再

现像清晰且相互之间无明显的串扰。

利用角度复用在光致聚合物材料上进行多幅全

息图的存储时，为了避免相邻全息图之间的串话，记

录角之间的间隔必须大于布拉格选择角，故所使用

的全息记录材料的布拉格选择角宽度越小，理论上

可以获得更高的存储密度。通过之前的实验测试，

知道膜厚６０μｍ的１０００ｌｉｎｅｓ／ｍｍ光致聚合物全息

光栅的布拉格选择角大约是０．５７°。因此，如果将参

考光的入射角度从３０°改变到６０°，则在干板的同一位

置处角度复用存储的全息图数目将可超过５０幅。

该光致聚合物全息记录材料具有良好的环境稳

定性，全息图在通常的实验室环境下可长期保存，不

加任何保护措施，所记录的图像已保存半年以上，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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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明显的退化现象。

５　结　　论

通过引入低分子量的聚乙烯醇作为成膜剂并添

加丙烯酸作为促进剂和补充单体，开展绿敏染料优

选、染料浓度及膜层厚度优化等研究工作，有效地提

高了绿敏聚乙烯醇／丙烯酰胺体系光致聚合物全息

记录材料的感光灵敏度及衍射效率。所记录的透射

体积相位光栅仅需２０ｍＪ／ｃｍ２ 的曝光量即可获得

８２％的衍射效率，最大衍射效率可达９２％以上。初

步实验表明该绿敏光致聚合物全息材料具有良好的

角度选择性，在角度复用及空间复用高密度数字全

息存储等领域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参 考 文 献

１Ｓ．Ｍａｒｔｉｎ．Ｃ．Ａ．Ｆｅｅｌｙ，Ｊ．Ｔ．Ｓｈｅｒｉｄａｎ犲狋犪犾．．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ａ

ｓｅｌ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ｐｈｏｔｏｐｏｌｙｍｅｒ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Ｈｏｌ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ｒｙａｎｄｈｉｇｈ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ｄｉｆｆｒａｃｔｉｖｅｏｐｔｉｃａｌ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Ｃ］．犛犘犐犈，１９９８，３２９４：６０～７０

２Ｙａｏ Ｈｕａｗｅｎ， Ｈｕａｎｇ Ｍｉｎｇｊｕ， Ｃｈｅｎ Ｚｈｏｎｇｙｕ 犲狋 犪犾．．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ｔｗｏｍｏｎｏｍｅｒｂａｓｅｄ ｐｈｏｔｏｐｏｌｙｍｅｒ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ｈｏｌ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ｒｅｃｏｒｄｉｎｇ［Ｊ］．犕犪狋犲狉．犔犲狋狋．，２００２，５６（１２）：３～８

３Ｒ．Ｍａｌｌａｖｉａ，Ａ．Ｆｉｍｉａ，Ｃ．Ｇａｒｃｉａ犲狋犪犾．．Ｔｗｏ ｄｙｅｓｆｏｒ

ｈｏｌ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ｒｅｃｏｒｄｉｎｇ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ｐａｎｃｈｒｏｍａｔｉｃｉｏｎｐａｉｒｆｒｏｍｒｏｓｅ

ｂｅｎｇａｌａｎｄｍｅｔｈｙｌｅｎｅｂｌｕｅ［Ｊ］．犕狅犱．犗狆狋．，２００１，４８（６）：９４１～

９４５

４ＧｕｏＸｉａｏｗｅｉ，ＸｉｅＡｎｄｏｎｇ，ＷｕＤｏｎｇｌａｎ犲狋犪犾．．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ｄｉｆ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ｒｅｄ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ａｃｒｙｌａｍｉｄｅｂａｓｅｄ

ｐｈｏｔｏｐｏｌｙｍｅｒ［Ｊ］．犃犮狋犪犗狆狋犻犮犪犛犻狀犻犮犪，２００５，２５（９）：１２３８～

１２４２

　 郭小伟，谢安东，伍冬兰 等．基于丙烯酰胺为单体的红敏光致聚

合物衍射效率增强的研究［Ｊ］．光学学报，２００５，２５（９）：１２３８～

１２４２

５ＰａｕｌＭ．Ｈｕｂｅｌ，ＭｉｃｈａｅｌＡ．Ｋｌｕｇ．Ｃｏｌｏｒｈｏｌｏｇｒａｐｈｙｕｓｉｎｇ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ｌａｙｅｒｓｏｆｄｕｐｏｎｔｐｈｏｔｏｐｏｌｙｍｅｒ［Ｊ］．犛犘犐犈，１９９２，１６６７：

２１５～２２４

６ＺｈａｎｇＣｕｎｌｉｎ，Ｙｕ Ｍｅｉｗｅｎ，Ｙａｎｇ Ｙｏｎｇｙｕａｎ犲狋犪犾．．Ｎｏｖａｌ

ｐｈｏｔｏｐｏｌｙｍｅｒｈｏｌ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ｒｅｃｏｒｄｉｎｇ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Ｊ］．

犃犮狋犪犗狆狋犻犮犪犛犻狀犻犮犪，１９９３，１３（８）：７２８～７３３

　 张存林，于美文，杨永源 等．新型防潮的光致聚合物全息记录材

料及其应用［Ｊ］．光学学报，１９９３，１３（８）：７２８～７３３

７ＸｕＭｉｎ，ＺｈｕＪｉａｎｈｕａ，ＣｈｅｎＬｉ犲狋犪犾．．Ｓｐａｔｉａｌ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

ｐｏｌｙｖｉｎｙｌａｌｃｏｈｏｌ／ａｃｒｙｌａｍｉｄｅ ｂａｓｅｄ ｐｈｏｔｏｐｏｌｙｍｅｒ ｈｏｌ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ｒｅｃｏｒｄｉｎｇ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Ｊ］．犃犮狋犪犗狆狋犻犮犪犛犻狀犻犮犪，２００７，２７（４）：６１６～

６２０

　 徐　敏，朱建华，陈　力 等．红敏聚乙烯醇／丙烯酰胺体系光致

聚合物全息记录材料的空间分辨力增强研究［Ｊ］．光学学报，

２００７，２７（４）：６１６～６２０

８Ｅ．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ｚ，Ｃ．Ｇａｒｃｉａ．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ｔｈｉｃｋｐｏｌｙｖｉｎｙｌ

ａｌｃｏｈｏｌａｃｒｙｌａｍｉｄｅ ｐｈｏｔｏｐｏｌｙｍｅｒ ｆｏｒ ｄａｔａ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ｕｓｉｎｇ ａ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ｇｕｌａｒａｎｄｐｅｒｉｓｔｒｏｐｈｉｃｈｏｌ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ｘｉｎｇ

［Ｊ］．犃狆狆犾．犗狆狋．，２００６，４５（２９）：７６６１～７６６６

９ＧｏｎｇＱｉａｏｘｉａ，ＷａｎｇＳｕｌｉａｎ，Ｈｕａｎｇ Ｍｉｎｇｊｕ犲狋犪犾．．Ｓｔｕｄｙｏｎ

ｈｏｌ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ａ 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ａｃｒｙｌａｍａｄｅｂａｓｅｄ

ｐｈｏｔｏｐｏｌｙｍｅｒ［Ｊ］．犑．犉狌狀犮狋犻狅狀犪犾犕犪狋犲狉犻犪犾狊犪狀犱犇犲狏犻犮犲狊，２００５，

１１（２）：２３３～２３７

　 弓巧侠，王素莲，黄明举 等．一种新型绿敏光致聚合物及全息特

性研究［Ｊ］．功能材料与器件学报，２００５，１１（２）：２３３～２３７

１０ＹａｏＨｕａｗｅｎ，ＨｕａｎｇＭｉｎｇｊｕ，ＣｈｅｎＺｈｏｎｇｙｕ犲狋犪犾．．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ｒｅｅｎ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ｐｈｏｔｏｐｏｌｙｍｅｒ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ｔｓ

ｈｏｌ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ｄａｔａｓｔｏｒａｇ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Ｊ］．犃犮狋犪犗狆狋犻犮犪犛犻狀犻犮犪，

２００２，２２（８）：１０２１～１０２４

　 姚华文，黄明举，陈仲裕 等．绿敏光致聚合物的制备及其光全息

存储性能研究［Ｊ］．光学学报，２００２，２２（８）：１０２１～１０２４

１１ＸｉａｏＹｏｎｇ，ＳｕｎＣａｉｘｉａ，ＴａｎｇＤａｏｇｕａｎｇ犲狋犪犾．．Ａｎｅｗｓａｆｒａｎｉｎｅ

Ｔｓｅｎｓｉｔｉｚｅｄｐｈｏｔｏｐｏｌｙｍｅｒｆｏｒｈｏｌ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ｒｅｃｏｒｄｉｎｇ［Ｊ］．犃犮狋犪

犘犺狔狊犻犮犪犛犻狀犻犮犪，２００８，５７（４）：２２７８～２２８３

　 肖　勇，孙彩霞，唐道广 等．番红花红Ｔ光敏感光致聚合物全息

存储材料［Ｊ］．物理学报，２００８，５７（４）：２２７８～２２８３

１２ＨｕａｎｇＭｉｎｇｊｕ，ＹａｏＨｕａｗｅｎ，ＣｈｅｎＺｈｏｎｇｙｕ．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ｈｅ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ｏｆｐｈｏｔｏｐｏｌｙｍｅｒｏｎｈｉｇｈｄｅｎｓｉｔｙｈｏｌ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ｒｅｃｏｒｄｉｎｇ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Ｊ］．犃犮狋犪犘犺狅狋狅狀犻犮犪犛犻狀犻犮犪，２００２，３１（２）：２４６～２４９

　 黄明举，姚华文，陈仲裕．厚度对光聚物高密度全息存储记录参

量的影响［Ｊ］．光子学报，２００２，３１（２）：２４６～２４９

１３ＺｈｕｏＤｕｈｕａ，ＴａｏＳｈｉｑｕａｎ，ＳｈｉＭｉｎｇｑｕａｎ犲狋犪犾．．Ｓｈｒｉｎｋａｇｅｏｆ

ｐｈｏｔｏｐｏｌｙｍｅｒｆｏｒｈｏｌ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ｒｅｃｏｒｄｉｎｇ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Ｊ］．犆犺犻狀犲狊犲．

犑．犔犪狊犲狉狊，２００７，３４（１１）：１５４３～１５４７

　 禚渡华，陶世荃，施盟泉 等．全息记录材料光致聚合物的收缩率

［Ｊ］．中国激光，２００７，３４（１１）：１５４３～１５４７

１４Ｈ．Ｋｏｇｅｌｎｉｋ．Ｃｏｕｐｌｅｄｗａｖｅｔｈｅｏｒｙｆｏｒｔｈｉｃｋｈｏｌｏｇｒａｍｇｒａｔｉｎｇｓ

［Ｊ］．犜犺犲犅犲犾犾犛狔狊狋犲犿犜犲犮犺狀犻犮犪犾犑狅狌狉狀犪犾，１９６９，４８（９）：２９０９～

２９４７

１５ＣｈｅｎＬｉ，ＪｉａｎｈｕａＺｈｕ，ＪｉａｎｆｅｎｇＬｉ犲狋犪犾．．Ｓｐａｔｉａｌ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ａｒｅｄ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ａｃｒｙｌａｍｉｄｅｂａｓｅｄｐｈｏｔｏｐｏｌｙｍｅｒ

ａｎｄｉｔｓｈｏｌ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Ｃ］．犛犘犐犈，２００５，５９３９：９３～１０１

８８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