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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空心光纤技术产生高能量周期量级脉冲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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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系统研究了利用充惰性气体的２５０μｍ内径的空心光纤（ＨＣＦ）展宽光谱和啁啾镜补偿色散的高能量周期量

级脉冲压缩技术。基于此技术，研究了入射激光脉冲能量和腔内惰性气体气压对于压缩后脉冲宽度和输出能量的

影响。将钛宝石激光器输出的脉冲宽度４０ｆｓ，单脉冲能量２．７ｍＪ，重复频率１ｋＨｚ，中心波长在８００ｎｍ的激光脉冲

输入压缩系统，获得了脉冲宽度７ｆｓ，单脉冲能量大于１ｍＪ，中心波长为７５０ｎｍ的稳定周期量级激光脉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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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超短超强激光脉冲是人类研究强场物理超快非

线性过程的强有力的工具之一［１］，其高峰值功率密

度可以使光与物质的相互作用进入极端非线性领

域，而短至几个光振荡周期的激光脉冲在作为超快

探针研究更短时间尺度上的物理现象方面发挥着重

要的作用［２，３］。由于直接输出的脉冲宽度在２０ｆｓ以

上的钛宝石啁啾脉冲放大激光系统［４］不能满足目前

阿秒科学对于激光驱动光源能量更高、脉冲更短、更

稳定的要求，使通过腔外压缩技术获得高能量周期

量级超短激光脉冲变得十分重要。目前，成丝技

术［５～７］和空心光纤压缩技术［８，９］是两种主要的腔外

压缩技术。然而，相对于成丝技术中强电离对出射

光束稳定性和光斑模式的严重影响，基于空心光纤

的腔外激光脉冲压缩技术以其空心光纤对光束的整

形稳定效应，至今为止仍是产生周期量级超短强激

光脉冲的重要技术被广泛用于阿秒科学等领域中。

空心光纤光谱展宽再压缩技术自 １９９６ 年

Ｎｉｓｏｌｉ等
［８］首次公布之后，经历了飞速的发展。

２００３年，Ｓｃｈｅｎｋｅ等
［１０］利用５００μｍ和３００μｍ内径

的级联空心光纤将激光脉冲压缩到了３．８ｆｓ，１５μＪ；

２００７年，Ｃａｖａｌｉｅｒｉ小组
［１１］在２３ｆｓ入射脉冲下，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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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０μｍ空心光纤系统，将指标推进到了脉冲宽度小

于４ｆｓ，单脉冲能量４００μＪ。同年，Ｍａｓｈｉｋｏ等
［１２］用

４００μｍ内径光纤代替２５０μｍ内径的光纤，成功获得

了能量高达１．２ｍＪ的５．６ｆｓ输出脉冲。然而，相对

于２５０μｍ内径，４００μｍ内径的光纤压缩系统在提高

输出功率的同时，却由于光纤内耦合模式的增多而

降低出射光束的光斑质量和稳定性。

本文利用自行搭建的基于充惰性气体的

２５０μｍ内径的空心光纤和啁啾镜补偿负群速色散

系统，系统研究了不同气压和入射激光脉冲能量对

于出射激光脉冲参数的影响，通过优化各种参数，最

终获得了７ｆｓ（７５０ｎｍ中心波长，２．８个光周期），大

于１ｍＪ的高能量短脉宽的周期量级激光脉冲。

２　实验装置

　　实验中使用的激光脉冲光源来自于一台频率为

１ｋＨｚ的钛宝石激光器系统
［１３］。这台激光器由商业

再生放大器和自己搭建的多通放大器组成，出射激

光中心波长为８００ｎｍ，脉宽为４０ｆｓ，稳定输出最高

能量为３ｍＪ
［１２］。图１为实验中使用的自行搭建的空

心光纤压缩装置示意图。激光器出射的脉冲由焦距

为１ｍ的凸透镜会聚，耦合到充满惰性气体的空心

光纤中。强激光在沿光纤传输过程中与非线性气体

作用产生自相位调制效应，能够使入射脉冲得到新

的频率分量，光谱也被相应展宽。本次实验中，使用

的是内径为２５０μｍ，长为１００ｃｍ的空心光纤。光纤

被固定在铝制Ｖ形槽内，密闭于充满Ｎｅ气的圆形

金属腔内。选择Ｎｅ气作为气体介质，是因为Ｎｅ气

比Ａｒ气和Ｋｅ气拥有更高的电离阈值和更大的非

线性系数，适用于获得大能量的压缩脉冲。经过光

谱展宽阶段，从空心光纤出射的光略微发散，经过一

个焦距为７５ｃｍ的凹面银镜反射会聚准直后送入啁

啾镜组［１４］进行色散补偿。使用的啁啾镜谱带宽度

为５２０～１０４０ｎｍ，完全能够支持由光纤展宽的光谱

范围。通过改变啁啾镜组反射光的程数，或者更换

不同啁啾量的啁啾镜，使入射啁啾镜组的激光脉冲

获得最佳的色散补偿，得到最短的压缩激光脉冲。

利用二阶自相关仪测量压缩后的脉冲宽度。

图１ 充满惰性气体的空心光纤产生周期量级飞秒脉冲的实验装置

Ｆｉｇ．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ｅｔｕｐｆｏｒｆｅｗｃｙｃｌｅｐｕｌｓｅｓ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ｂｙｎｏｂｌｅｆｉｌｌｅｄｈｏｌｌｏｗｆｉｂｅｒ

３　实验分析与结果

　　耦合入光纤的入射脉冲能量和光纤内惰性气体

的气压是影响输出脉冲能量的主要因素。通过调节

钛宝石激光器输出脉冲能量，发现出射光纤的激光

脉冲能量并不随入射能量的提高而无限提高，而是

会被限制在某一个最高能量阈值之下。在确定气压

的条件下，当耦合入空心光纤的激光能量较低时，出

射脉冲能量基本上随入射能量的变化而线性地变

化。然而，随着入射激光脉冲的能量进一步增加，渐

渐强烈的自聚焦和多光子电离效应会改变脉冲焦斑

的位置和大小，出射脉冲能量不再被提高，光束能量

耦合效率不断降低。空心光纤内充入的惰性气体是

与激光脉冲相互作用产生各种非线性效应的重要媒

质，气体压强对出射能量的大小也有明显的影响。

随着压强的升高，激光在气体中的自相位调制效应

增强，光谱展宽越来越强烈，但是同时，自聚焦和多

光子电离效应加剧，出射空心光纤的脉冲能量随之

降低。于是，在同样的入射脉冲能量下，光谱随气压

的升高而展宽，能量耦合效率则随气压的升高而降

低。由此可见，光谱的展宽是以能量损耗的增加为

代价的。不仅如此，气压的升高还会降低光纤的最

高出射阈值能量。以 Ｎｅ气为例，真空下的空心光

纤输出端可以得到最高耦合能量为１．３ｍＪ；当气压

为７．９×１０４Ｐａ时，空心光纤输出端的激光脉冲最高

能量下降至１．１ｍＪ。

在实验过程中，还发现另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

０４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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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出射空心光纤的光谱越宽，就能够被压缩得

到越窄的脉冲宽度。当气压过高或入射能量过大时

或者二者兼有时，强烈的电离等效应可能会造成输

出光谱的不稳定，引入大量的无法补偿的高阶色散。

此时，虽然可以获得更宽的光谱，但是这种光谱却由

于具有大量高阶色散和低稳定度，无法得到更短的

激光脉冲。

综合平衡各种因素，并优化脉冲能量和惰性气

体的气压，最终将２．７ｍＪ的入射脉冲耦合进空心光

纤。光纤内的气压被设定在７．９×１０４Ｐａ附近。实

验中多次证明，当２．７ｍＪ激光脉冲入射空心光纤

时，出射脉冲能量已经达到最高阈值；入射空心光纤

的激光脉冲能量高于此值，不但光纤出射端的脉冲

能量不再相应提高，而且光谱展宽的质量变差，反而

增加了最终可压缩到的最短脉冲宽度。而在这种高

能量入射时，气压低于７．９×１０４Ｐａ，光谱展宽不足，

若是高于７．９×１０４Ｐａ，阈值出射能量的下降将直接

影响到压缩脉冲的最终能量。所以２．７ｍＪ入射，

７．９×１０４Ｐａ的气压值是综合考虑压缩能量和脉冲

宽度的最优值。此时，在光纤的出射端，得到了能量

为１．１ｍＪ的激光脉冲，耦合效率大约为４０％。图２

所示是用光纤光谱仪（ＯｃｅａｎＯｐｔｉｃｓＵＳＢ４０００）测量

的光谱展宽前和光谱展宽后的光谱强度。光谱的半

峰全宽（ＦＷＨＭ）由７８０～８２０ｎｍ展宽到了６００～

９００ｎｍ。由于光纤内的自陡峭效应，新的频率分量

集中在短波长区域。相比于入射脉冲的光谱，出射

脉冲的光谱在７００ｎｍ波长位置上出现一个新的峰

图２ 实验测量的输入空心光纤激光脉冲的光谱和

从空心光纤输出脉冲的光谱

Ｆｉｇ．２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ｌｙ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ｓｐｅｃｔｒａｏｆｔｈｅｉｎｐｕｔ

ｐｕｌｓ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ｏｕｔｐｕｔｐｕｌｓｅｓ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ｈｏｌｌｏｗｆｉｂｅｒ

值。脉冲的中心波长也从展宽前的７９０ｎｍ向短波

方向移动到了７５０ｎｍ。

脉冲光谱的稳定性对于获得稳定的超短脉冲十

分重要。一般来讲，镜架振动、空气的流动、金属腔

内激光聚焦造成的强电离等都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

脉冲的稳定性。图３所示的是在单脉冲入射能量

２．７ｍＪ，空心光纤中为７．９×１０４Ｐａ的 Ｎｅ气下，在

４０ｍｉｎ内１００次连续测量得到的入射空心光纤的激

光脉冲光谱稳定图和出射空心光纤的激光脉冲光谱

稳定图。由图３可知，在本次实验中，虽然压缩后的

光谱抖动稍微比入射脉冲明显，但还是能够保持足

够的稳定，因此也保证了压缩后周期量级激光脉冲

宽度的稳定性。

图３ 入射空心光纤（ａ）和出射空心光纤（ｂ）的脉冲光谱稳定图

Ｆｉｇ．３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ｌｉｇｈｔｉｎｔｏｔｈｅｆｉｂｅｒ（ａ）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ｆｉｂｅｒ（ｂ）

　　实验中，在啁啾镜组的总色散为－２８０ｆｓ
２时得

到压缩脉冲宽度为最短，接近傅里叶转换极限。激

光在啁啾镜间反射的过程中，由于啁啾镜反射率等

的损耗，能量损失小于０．１ｍＪ。通过啁啾镜压缩后，

最终得到了大于１ｍＪ的周期量级单脉冲能量输出。

使用二阶自相关仪（Ｆｅｍｔｏｌａｓｅｒｓ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ｏｎｓ

ＧｍｂＨ）测量得到的周期量级脉冲宽度，其自相关曲

线如图４所示。为了准确得到脉冲宽度的值，将自

相关信号和理论计算得到的脉冲自相关曲线进行拟

合比较，实验结果与理论的７ｆｓ高斯型脉冲吻合，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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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压缩后得到的周期量级激光脉冲宽度为７ｆｓ。

图４ 测量得到的压缩脉冲的自相关曲线图和理论计算

得到的中心波长７５０ｎｍ，７ｆｓ，相当于２．８个光周期

　 　　　　的高斯脉冲自相关曲线

Ｆｉｇ．４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ａｕｔｏ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ｒａ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ｌ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ｅｄ ｐｕｌｓ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ａｕｔｏ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ｔｒａｃｅｏｆ７ｆｓｐｕｌｓｅｃｅｎｔｅｒｅｄｎｅａｒ

　７５０ｎｍ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ｔｏ２．８ｏｐｔｉｃａｌｃｙｃｌｅｓ

４　结　　论

　　使用自行搭建的２５０μｍ空心光纤压缩系统，

在入射脉冲２．７ｍＪ／４０ｆｓ的条件下，获得了能量高

于１ｍＪ，脉冲短至７ｆｓ（对于７５０ｎｍ的激光波长，相

当于２．８个光周期），重复频率为１ｋＨｚ，中心波长在

７５０ｎｍ的高能量稳定的超短脉冲输出，为周期量级

超短超强激光脉冲与惰性气体相互作用产生高次谐

波，进而驱动产生单个阿秒脉冲提供了较好的实验

基础。这一结果基本上达到了２５０μｍ空心光纤压

缩系统的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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