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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设计并合成了３种具有较高双光子吸收截面的新型二苯乙烯衍生物双光子生色团，利用在飞秒激光下的双

光子漂白现象，在掺杂有３种二苯乙烯衍生物的聚甲基丙烯酸甲酯薄膜内进行了三维数据光存储实验，研究了三

者的双光子漂白能力并分析了激发功率对双光子荧光行为的影响。双光子漂白光存储的特性表明：曝光时间一定

时，降低激发功率可以提高分辨率；激发功率不变，降低曝光时间也可以提高分辨率；但要提高存储速度，需用较大

的激发功率。采用较大的激发功率（１３．４ｍＷ）和较短的曝光时间（２０ｍｓ），利用双光子写入和读出方法在掺杂薄

膜内部实现了三维超高密度光存储，理论存储密度可达１４Ｇｂｉｔ／ｃｍ３。双光子漂白速率对激发功率的依赖关系的

研究表明，双光子漂白的机理涉及到三个光子的协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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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由于信息的多媒体化，目前需要处理和存储的

数据正以指数形式增长，高密度光存储以其低价格、

长寿命、易运输、大容量的特点而倍受重视。传统的

二维光存储受可见及红外光的衍射效应制约，理论

上存储面密度与１／λ
２（λ是入射激光波长）成正比。

即使使用无穷大的物镜进行读和写的操作，光存储

点的尺寸最多只能降低到入射光波波长的一半，限

制了面存储密度的进一步提高，目前二维光存储几

乎达到了这一极限。二维光存储的堆积或多层二维

光存储构成了三维光存储，理论上的存储体密度与

１／λ
３ 成正比，三维光存储能将二维光存储的存储密

度提高３～４个数量级。如果激光波长为５００ｎｍ，

在一张 ＣＤ 大小的光盘上（直径１２０ ｍｍ，厚度

１ｍｍ）二维光存储的最大信息量为４Ｇｂ，而三维光

存储的信息量将增加２０００倍，可达８Ｔｂ。

双光子吸收［１～４］过程跃迁几率与入射光强（功

率）的平方成正比，这样双光子吸收被局域在激光焦

点附近的很小区域内（体积数量级为λ
３），之后发生

的物理和化学变化如荧光、折射率改变或光诱导化

学反应都被限制在这个微小的区域内，使双光子吸

收具有极其优越的空间分辨率，将体空间的狕轴作

为第三维，利用双光子吸收过程即可实现真三维光

存储。实现三维光存储的主要困难在于如何有效消

除相邻数据层之间的相互干扰，利用双光子吸收的

光存储能够很好地提高层与层之间抗干扰能力。一

束聚焦高斯激光，入射到一个物理厚但光学薄的吸

收样品中，对于与入射光强呈线性关系的单光子吸

收过程，垂直光传输方向的每一层都会吸收相同的

能量，每层的净激发与该层离焦点的距离无关，因此

线性激发强烈干扰了需要存储信息的焦平面的上下

层。然而对于依赖入射光强平方的双光子吸收，每

层的净激发与该层离焦点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因此

能够将信息写到某一特殊的焦平面而不会严重干扰

超过瑞利范围的邻近层。由于该存储方式是在光的

激发下使电子产生跃迁而达到光存储的目的，所以

具有快速响应和大容量的特点，而且容易与现有光

盘存储技术兼容，是海量光存储器件的一个重要发

展方向。本文研究了二苯乙烯衍生物掺杂聚合物的

双光子漂白能力并分析了激发功率对双光子荧光行

图１ 目标化合物的分子结构

Ｆｉｇ．１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ｏｆｔｈｅｔａｒｇｅｔ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为的影响。

２　材料制备

荧光漂白有机材料是实现双光子三维超高密度

光存储的主要材料之一［５～１１］，本文设计并合成了３

种如图１所示具有较高双光子吸收截面的二苯乙烯

衍生物，分别为４，４′ 双（二苯氨基 反式 苯乙烯

基）联苯（ＢＰＳＢＰ），４，４′ 双（二乙氨基 反式 苯乙

烯基）联苯 （ＢＥＳＢＰ）和４，４′ 双（９ 咔唑基 反式

苯乙烯基）联苯 （ＢＣＳＢＰ）。双光子上转换荧光法测

试表明，３种双光子生色团在８００ｎｍ飞秒激光的激

发下 具 有 较 大 的 吸 收 截 面，分 别 为 ８９２，６１７，

４８３ＧＭ
［１２］。利用在飞秒激光下的双光子漂白现

象，在掺杂有３种双光子生色团的聚甲基丙烯酸甲

酯（ＰＭＭＡ）聚合物薄膜内进行了多层三维数据光

存储，并研究了影响光存储密度的材料设计因素与

仪器参数因素，为实现三维超高密度光存储体系打

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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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光子漂白光存储的原理为：掺杂体系在入射

光的激发下辐射荧光，并且荧光强度随着入射光强

的增加而增强。但当入射光强超过一定值，双光子

吸收趋于饱和时，就会不可逆地破坏激发态分子，产

生光漂白现象。在光存储中以漂白点来记录数据

“１”和以未漂白区域来记录数据“０”，从而实现信息

的光存储。在读出漂白光存储信息时，使用较弱强

度的脉冲激光或连续激光对光存储介质进行双光子

荧光或单光子荧光激发扫描，被记录信息的分子在

激发光的照射下不会发出荧光，而未被记录的分子

则会发出荧光，因此通过检测读出光照射下介质的

荧光信号就可以读出被存储的信息。

３　实　　验

３．１　原料与样品制备

实验中，将合成的３种双光子生色团ＢＰＳＢＰ、

ＢＥＳＢＰ和ＢＣＳＢＰ掺杂到ＰＭＭＡ（分子量３０万）基质

中。首先将双光子生色团和ＰＭＭＡ一起溶解在精制

过的三氯甲烷中形成溶液，采用涂膜法将溶液涂在干

净的玻璃基片上（１０ｍｍ×１０ｍｍ，光学显微镜盖玻

片），然后移到红外灯下进行烘烤，使三氯甲烷完全挥

发得到透明均匀的掺杂薄膜，用来进行双光子光漂白

三维存储的测试，掺杂浓度为２０μｍｏｌ／ｇ，膜厚约为

５０μｍ。

图２ 双光子漂白三维光存储的实验装置图

Ｆｉｇ．２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ｅｔｕｐｏｆ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ｐｈｏｔｏｂｌｅａｃｈｉｎｇｏｐｔｉｃａｌｓｔｏｒａｇｅ

３．２　实验仪器

双光子光漂白三维数据光存储的实验装置如

图２所示。飞秒激光光源的参数为：重复频率

８０ＭＨｚ，脉宽为８０ｆｓ，激光中心波长８００ｎｍ，使用

的聚焦透镜的数值孔径为 ０．６６（４０×）。波长

８００ｎｍ近红外激光对有机分子材料有优异的穿透

性，保证了系统工作时有较大的纵向加工深度。样

品置于ＰＺＴ移动平台上，激发光源通过透镜聚焦到

样品内部，首先在同一层上，按预先编好的ＣＡＤ程

序，通过调整激发功率达到分辨率最好，进行逐点漂

白二维扫描；然后让激光焦点在狕轴向上前进一个

步距，在第二层上进行逐点漂白，这样可以进行多层

数据位图案光存储。

存储数据读出时使用共焦荧光显微镜，由于共

焦小孔、点光源和物镜焦面处于共轭位置，所以共焦

显微镜的探测器只探测样品内与共焦小孔共轭点的

荧光光强，而该点周围的点的光强均被共焦小孔阻

挡不进入探测器，使其具有三维分辨能力，通过扫描

不同层的点即可得到三维存储图案。激发出的荧光

通过物镜或聚光镜到达显微镜的共焦小孔后，由小

孔后面的探测接收器（ＰＭＴ）接收光信号，由ＣＣＤ

传输到计算机数据处理后可以获得相应的荧光强度

信号。在数据读出过程中，使用同一装置在较低的

激发功率下进行双光子荧光读出。调整读出激光功

率通过在样品体块内扫描，记录漂白部分和未漂白部

分荧光强度差值从而形成光漂白的数据位存储图案。

数据的写入／读出的物理方式如图３所示。选

择相互垂直的两侧面中的一面作为写入光束进入

面，从写入面的边缘开始逐行逐层地进行三维光存

储，这样在进行信息化读出时，就可实现信息的狓狔

面读出和狓狕面读出。

图３ 数据写入／读出方式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ｄａｔａｗｒｉｔ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ａｄｉｎｇ

４　结果与讨论

４．１　掺杂薄膜的双光子漂白性质

为了比较３种双光子生色团掺杂薄膜的光漂白

能力 及 荧 光行 为，以相 同的 双光 子 写 入 功 率

（２０ｍＷ）和 相同 的曝 光时 间 （３５ ｍｓ）分 别 在

ＢＰＳＢＰ，ＢＥＳＢＰ和ＢＣＳＢＰ的掺杂ＰＭＭＡ聚合物薄

膜中进行了光漂白实验。图４是在聚合物薄膜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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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３种生色团掺杂ＰＭＭＡ薄膜的双光子

漂白线条（左）和读出信号强度（右）

Ｆｉｇ．４ Ｌｉｎｅｓｏｆｔｗｏｐｈｏｔｏｎｐｈｏｔｏｂｌｅａｃｈｉｎｇ（ｌｅｆｔ）ａｎｄｔｈ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ｏｆｒｅａｄｉｎｇ ｓｉｇｎａｌｓ （ｒｉｇｈｔ）ｉｎ ｔｈｒｅｅ

　　　ｃｈｒｏｍｏｒｐｈｏｒｅｓｄｏｐｅｄＰＭＭＡｆｉｌｍｓ

下１０μｍ处进行直线扫描的实验结果及读出信号

强度，读出条件为低激发功率下（４６μＷ）进行双光

子荧光读出。可以看出在相同的漂白条件下，光漂

白程度大小的顺序为ＢＰＳＢＰ＞ＢＥＳＢＰ＞ＢＣＳＢＰ，这

一结果与材料双光子吸收截面的大小是一致的。因

为激光焦点处的光强为高斯分布，如果在高斯曲线

上某处的激发光强大于材料的漂白阈值，则在该处

以上的激发光强都能满足双光子漂白条件。ＢＰＳＢＰ

有最大的双光子吸收截面，相应地就会有最小的双

光子漂白阈值，在相同的漂白条件下，光漂白程度最

大，且漂白点也会最大。通过比较这些结果，可以认

为ＢＰＳＢＰ的光漂白阈值最低，较小的激发功率即可

实现双光子漂白，测试中选择ＢＰＳＢＰ的ＰＭＭＡ掺

杂薄膜作为双光子漂白的存储介质。

４．２　掺杂薄膜双光子荧光性质

为研究ＢＰＳＢＰ的ＰＭＭＡ掺杂薄膜作为双光

子漂白的存储介质在不同激发光强下的荧光发射及

光漂白特性，采用了双光子荧光扫描系统，研究了存

储介质的双光子荧光强度对激发功率的依赖关系。

图５为在不同激发功率下得到的双光子荧光强度与

激发功率的对数关系。图５（ａ）为低激发功率下（小

于２．４ｍＷ）二者的对数关系，通过对数据点进行线

性拟合，得到直线的斜率为１．９９±０．０２，这表明激

发功率较低时，双光子荧光强度与激发功率成二次

方关系，即在８００ｎｍ 的波长激发下，ＢＰＳＢＰ 的

ＰＭＭＡ掺杂薄膜在低激发功率下发生的是纯粹的

双光子吸收。随着激光功率增加，可以从图５（ｂ）看

出双光子荧光强度与激发功率的对数关系明显地偏

离二次方关系，直线斜率为１．７４±０．１０，这说明在

较高的激发功率下（大于６．０ｍＷ），双光子生色团

发生了光漂白，从而导致了荧光发射的降低。

从理论上分析，双光子发射的荧光强度犐ｆ与激

发光强犐和样品中的双光子生色团总数犖 有关，它

们之间的关系为

犐ｆ＝犆犐
２犖， （１）

图５ ＢＰＳＢＰ掺杂ＰＭＭＡ薄膜的双光子荧光强度与激发功率的关系。（ａ）较低激发功率；（ｂ）较高激发功率

Ｆｉｇ．５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ｗｏｐｈｏｔｏｎ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ａｎｄ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ｐｏｗｅｒｉｎＢＰＳＢＰｄｏｐｅｄＰＭＭＡｆｉｌｍ．

（ａ）Ａｔｌｏｗｅｒ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ｐｏｗｅｒ；（ｂ）ａｔｈｉｇｈｅｒ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ｐｏｗ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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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系数犆为常数。如果样品在光照下没有发生

光漂白反应，双光子生色团的总数应该保持恒定，检

测到的荧光强度和激发光的强度关系遵守（１）式给

出的二次方关系，如图５（ａ）为所示，说明ＢＰＳＢＰ的

ＰＭＭＡ掺杂薄膜在低功率激发下没有发生光漂白

反应。如果双光子吸收达到饱和，而继续增加激发

功率就会引起双光子光漂白，即一部分ＢＰＳＢＰ分子

因发生光化学反应而丧失了荧光发射特性。而且随

激发光增强，丧失荧光发射能力的分子数也越多，因

而测量得到的荧光强度和激发功率的关系将小于二

次方，如图５（ｂ）所示。双光子荧光强度与激发功率

的对数关系明显地偏离二次方关系，说明存储介质

在较高功率激发下发生了双光子漂白。综上所述，

在存储介质中，用较大的激发功率进行漂白和较小

的激发功率进行荧光读出，可实现双光子漂白信息

的存储和读出。选择适当小的读出功率可以保证存

储材料的荧光稳定性，在一定程度上不破坏多次读

出信息，使读出信号具有较高的信噪比。

４．３　双光子漂白三维光存储

存储数据点的分辨率与激发功率和激发时间有

密切的关系。图６（ａ）是将曝光时间固定在３５ｍｓ，

激发功率逐渐增大时在ＢＰＳＢＰ的ＰＭＭＡ掺杂薄

膜内部扫描所得的光漂白结果。从图中可以看出，

存储点的尺寸几乎随着激发功率的增加而线性增

加，这与激光聚焦点光强的高斯分布有关，当激发功

率增加时，发生双光子吸收而造成光漂白的范围就

会增大。

图６ ＢＰＳＢＰ掺杂ＰＭＭＡ薄膜的存储分辨率与激发强度和曝光时间的关系。（ａ）激发功率不同时的漂白结果；

（ｂ）激发时间不同时的漂白结果

Ｆｉｇ．６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ｔｏｒａｇｅ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ａｎｄ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ｔｉｍｅｉｎＢＰＳＢＰｄｏｐｅｄＰＭＭＡｆｉｌｍ．

（ａ）Ｐｈｏｔｏｂｌｅａｃｈｉｎｇｌｉｎｅｓ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ｐｏｗｅｒｓ；（ｂ）ｐｈｏｔｏｂｌｅａｃｈｉｎｇｌｉｎｅｓ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ｔｉｍｅ

　　当激发功率在６ｍＷ 以下时，发现漂白效果变

化不明显，以该激发功率作为双光子漂白的存储阈

值，飞秒激光的重复频率为８０ＭＨｚ，这样激光单脉

冲的能量为０．６７ｎＪ。这一存储阈值要远低于利用

微爆方式进行三维光学数据存储的结果［１３，１４］，微爆

结果表明对于Ｓｍ（ＤＢＭ）３Ｐｈｅｎ掺杂的ＰＭＭＡ和

纯ＰＭＭＡ的存储阈值分别为１０．２ｎＪ和２０．３ｎＪ。

存储材料存储阈值的降低，有利于信息的并行和高

速存储。

图６（ｂ）是激发功率固定在１３．４ｍＷ，激发时间

逐渐增加时扫描所得到的漂白结果。从图中可以看

出，在一定范围内（小于３５ｍｓ）随着激发时间的增

加，存储点的尺寸有明显的增加，而当曝光时间大于

３５ｍｓ，存储点的尺寸几乎不变。这些存储特性说明

曝光时间一定时，降低激发功率可以提高分辨率；激

发功率不变，降低曝光时间也可以提高分辨率。

图７（ａ）是在ＢＰＳＢＰ的ＰＭＭＡ掺杂薄膜中的

双光子漂白的数据位光存储的英文字母图案。双光

子漂白时激发功率为１３．４ｍＷ，曝光时间为２０ｍｓ。

采用双光子激发方式读出时，读出功率为４６μ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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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母Ａ、Ｂ、Ｃ和Ｄ代表漂白过的区域，数据点之间

距离为３μｍ，层间距为８μｍ，按此参数进行多层存

储，三维数据光存储密度可达１４Ｇｂｉｔ／ｃｍ３。该部分

的荧光强度在漂白后发生很大的衰减，和未漂白的

背景部分有很大的双光子荧光反差。由于读出时使

用了较低功率的激发光，所以存储的数据图案可以

反复读取而不会因背景荧光部分被漂白而破坏，如

图７（ｂ）所示。

图７ ＢＰＳＢＰ掺杂ＰＭＭＡ薄膜的双光子写入和双光子读出数据位存储。（ａ）存储图案Ａ、Ｂ、Ｃ和Ｄ；

（ｂ）双光子读出时荧光强度与曝光时间的关系

Ｆｉｇ．７ ＤａｔａｂｉｔｓｔｏｒａｇｅｗｉｔｈｔｗｏｐｈｏｔｏｎｗｒｉｔｉｎｇａｎｄｔｗｏｐｈｏｔｏｎｒｅａｄｉｎｇｉｎＢＰＳＢＰｄｏｐｅｄＰＭＭＡｆｉｌｍ．（ａ）Ｓｔｏｒａｇ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ｏｆＡ、Ｂ、ＣａｎｄＤ；（ｂ）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ａｎｄ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ｔｉｍｅｉｎｔｗｏｐｈｏｔｏｎｒｅａｄｉｎｇ

图８ ＢＰＳＢＰ掺杂ＰＭＭＡ薄膜的双光子漂白动力学曲线。（ａ）在不同的双光子激发功率下的荧光衰减曲线；

（ｂ）双光子漂白速率与激发功率的对数关系

Ｆｉｇ．８ Ｔｗｏｐｈｏｔｏｎｐｈｏｔｏｂｌｅａｃｈｉｎｇｄｅｃａｙｋｉｎｅｔｉｃｓ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ＢＣＳＢＰｄｏｐｅｄＰＭＭＡｆｉｌｍ．（ａ）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ｄｅｃａｙｃｕｒｖｅｓ

ａｔｓｉｘ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ｐｏｗｅｒｓ；（ｂ）ｌｏｇａｒｉｔｈｍｉｃ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ｈｏｔｏｂｌｅａｃｈｉｎｇｒａｔｅａｎｄ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ｐｏｗｅｒ

４．４　双光子漂白机理的研究

为了进一步探索双光子光漂白的机理，对

ＢＰＳＢＰ掺杂ＰＭＭＡ薄膜进行了双光子漂白的动力

学研究。图８（ａ）是在不同大小的激发功率下，荧光

漂白过程随时间变化的关系。从左到右激发功率依

次降低（从１３．４ｍＷ到６．７ｍＷ），可以看到彻底光

漂白所需时间也越来越多，也即光漂白速率越来越

慢，可见要提高存储速度，在曝光时间不变的情况

下，要用较大的激发功率。

对每条荧光强度随时间衰减曲线用单指数方程

进行拟合，

狔＝犃ｅｘｐ（－狓／狋）＋狔０， （２）

式中狋为荧光衰减时间，这样得到不同激发功率下

的荧光衰减时间狋。

采用双光子光漂白速率来表示荧光衰减时间，

对激发功率进行对数做图，得到的数据点如图８（ｂ）

所示，通过直线拟合得到斜率为２．９８±０．２１，表明

双光子漂白速率正比于激发光强的三次方。这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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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光子漂白过程并不是在双光子吸收的同时生色团

分子被漂白，而是通过双光子吸收生色团分子首先

跃迁至激发态，处于激发态的分子是一个能量较高

的不稳定状态，再与一个高能光子相互作用，分子结

构就会发生不可逆的改变，从而导致荧光淬灭，其过

程可简单表示为

Ｓ０
ｔｗｏｐ

→
ｈｏｔｏｎｓ

Ｓ
ｏｎｅｐ

→
ｈｏｔｏｎ

ｂｌｅａｃｈｅｄ，

式中Ｓ０ 和Ｓ
分别表示基态和激发态能级。

５　结　　论

以设计合成的新型二苯乙烯衍生物作为双光子

生色团，利用其在飞秒激光下的双光子光漂白现象，

以漂白前后两个不同的稳定状态作为数据位０和

１，在掺杂有双光子生色团的ＰＭＭＡ聚合物薄膜内

进行了三维数据光存储。对双光子漂白的能力研究

表明较大的双光子吸收截面有助于在较低的激发功

率下实现光漂白，而具有较小双光子吸收截面的生

色团则意味着较大的光存储阈值。双光子漂白特性

研究表明降低激发功率可以提高分辨率，降低曝光

时间也可以提高分辨率，而较大的激发功率则可以

提高存储速度。综合考虑影响材料的光漂白因素，

采用高激发功率的双光子写入和低激发功率的双光

子读出方法在ＢＰＳＢＰ掺杂ＰＭＭＡ薄膜内部实现了

三维双光子漂白信息存储，实现了高达１４Ｇｂｉｔ／ｃｍ３

的理论存储密度。双光子光漂白速率对激发功率的

依赖关系则表明双光子光漂白的机理涉及到三个光

子的协同作用。实验结果说明具有高双光子吸收截

面的二苯乙烯衍生物在基于双光子漂白的三维超高

密度信息存储方面有重要的应用前景。

参 考 文 献
１ＬｉＺｕａｎｆａｎｇ，ＨｕａｎｇＺｕｆａｎｇ，ＣｈｅｎＲｏｎｇ犲狋犪犾．．Ｔｗｏｐｈｏｔｏｎ

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ｉｍａｇｉｎｇｏｆｔｈｙｒｏｉｄｔｉｓｓｕｅ［Ｊ］．犆犺犻狀犲狊犲犑．犔犪狊犲狉狊，

２００９，３６（３）：７６５～７６８

　 李钻芳，黄祖芳，陈　荣 等．甲状腺组织的双光子荧光成像［Ｊ］．

中国激光，２００９，３６（３）：７６５～７６８

２ＤｉＪｉａｎｋｅ，Ｚｈｏｕ Ｍｉｎｇ，Ｙａｎｇ Ｈａｉｆｅｎｇ犲狋犪犾．．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ｅｖｉｃｅａｎｄｓｃａｆｆｏｌ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ｉｔｈｔｗｏｐｈｏｔｏｎ

ｆｅｍｔｏｓｅｃｏｎｄｌａｓｅｒ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Ｊ］．犆犺犻狀犲狊犲犑．犔犪狊犲狉狊，２００９，

３６（１）：２４９～２５４

　 狄建科，周　明，杨海峰 等．飞秒激光双光子制造生物微器件微

支架［Ｊ］．中国激光，２００９，３６（１）：２４９～２５４

３ＹａｎｇＷｅｉ，ＺｏｕＱｉａｎｌｉ，ＺｈｏｕＹａｎｇ犲狋犪犾．．Ｓｔｕｄｙｏｎｗａｔｅｒｓｏｌｕｂｌｅ

ｂｅｎｚｙｌｉｄｅｎｅ ｃｙｃｌｏｐｅｎｔａｎｏｎｅ ｄｙｅｓ ｆｏｒ ｔｗｏｐｈｏｔｏｎ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ｐｈｏｔ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ｔｈｅｒａｐｙ［Ｊ］．犃犮狋犪犗狆狋犻犮犪犛犻狀犻犮犪，２０１１，３１（ｓ１）：

ｓ１００１１８

　 杨　威，邹千里，周　扬 等．水溶性苄叉环戊酮染料的双光子光

动力性能研究［Ｊ］．光学学报，２０１１，３１（ｓ１）：ｓ１００１１８

４Ｇｕｏ Ｆｕｑｕａｎ， Ｈｕ Ｚｈｉｙｕａｎ， Ｆｕ Ｘｉｎｊｉａｎ 犲狋 犪犾．．

Ｐｈｏｔｏｐｏｌｙｍ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ｏｆｎｏｖｅｌｔｗｏｐｈｏｔｏｎ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ｉｎｉｔｉａｔｏｒｓａｎｄ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ｉｃｒｏｄｅｖｉｃｅｓ［Ｊ］．犆犺犻狀犲狊犲犑．犔犪狊犲狉狊，

２００９，３６（６）：１５２８～１５３４

　 郭福全，胡治元，付新建 等．新型双光子引发剂光聚合行为及微

器件制备［Ｊ］．中国激光，２００９，３６（６）：１５２８～１５３４

５Ｂ．Ｈ．Ｃｕｍｐｓｔｏｎ，Ｓ．Ｐ．Ａｎａｎｔｈａｖｅｌ，Ｓ．Ｂａｒｌｏｗ犲狋犪犾．．Ｔｗｏ

ｐｈｏｔｏｎｐｏｌｙｍ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ｉｔｉａｔｏｒｓｆｏｒ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ｏｐｔｉｃａｌｄａｔａ

ｓｔｏｒａｇｅａｎｄ ｍｉｃｒｏ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Ｊ］．犖犪狋狌狉犲，１９９９，３９８（６７２２）：

５１～５４

６Ａ．Ｄ．Ｘｉａ，Ｓ．Ｗａｄａ，Ｈ．Ｔａｓｈｉｒｏ．Ｏｐｔ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ｓｔｏｒａｇｅｉｎＣ６０

ｄｏｐｅｄｐｏｌｙｓｔｙｒｅｎｅｆｉｌｍ ｂｙｐｈｏｔｏ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Ｊ］．犃狆狆犾．犘犺狔狊．

犔犲狋狋．，１９９８，７３（１０）：１３２３～１３２５

７Ｄ．Ｍｃｐｈａｉｌ，Ｍ．Ｇｕ．Ｕｓｅｏｆ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ｆｏｒｔｈｒｅ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ｏｐｔ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ｓｔｏｒａｇｅｉｎ ｐｏｌｙｍｅｒｄｉｓｐｅｒｓｅｄｌｉｑｕｉｄ

ｃｒｙｓｔａｌｓｕｎｄｅｒｔｗｏｐｈｏｔｏｎ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Ｊ］．犃狆狆犾．犘犺狔狊．犔犲狋狋．，

２００２，８１（７）：１１６０～１１６２

８Ｄ．Ｇａｎｉｃ，Ｄ．Ｄａｙ，Ｍ．Ｇｕ．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ｏｐｔ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ｓｔｏｒａｇｅｉｎａ

ｐｈｏｔｏｂｌｅａｃｈｉｎｇ ｐｏｌｙｍｅｒ ｕｓｉｎｇ ｔｗｏｐｈｏｔｏｎ 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ｗａｖｅ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Ｊ］．犗狆狋．犔犪狊犲狉犈狀犵狀犵．，２００２，

３８（６）：４３３～４３７

９Ｔａｎｇ Ｈｕｏｈｏｎｇ， Ｚｈｏｕ Ｙｏｎｇｊｕｎ，Ｊｉａｎｇ Ｚｈｏｎｇｗｅｉ犲狋 犪犾．．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ｐｈｏｔｏｃｈｒｏｍｉｃ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ｏｐｔｉｃａｌ

ｓｔｏｒａｇｅｕｎｄｅｒｔｗｏｐｈｏｔｏｎ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Ｊ］．犆犺犻狀犲狊犲犑．犔犪狊犲狉狊，

２００５，３２（１）：９２～９６

　 唐火红，周拥军，蒋中伟 等．双光子吸收光致变色三维光存储实

验研究［Ｊ］．中国激光，２００５，３２（１）：９２～９６

１０ＴａｎｇＨｕｏｈｏｎｇ，ＸｉｎｇＨｕｉ，ＨｕａｎｇＷｅｎｈａｏ犲狋犪犾．．Ｔｗｏｐｈｏｔｏｎ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ｏｐｔ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ｓｔｏｒａｇｅｗｉｔｈｅｑｕａｌ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ｔｉｍ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Ｊ］．犃犮狋犪 犗狆狋犻犮犪 犛犻狀犻犮犪，２００９，２９（５）：

１３４７～１３５１

　 唐火红，邢　卉，黄文浩 等．等曝光量时间递增双光子三维光存

储［Ｊ］．光学学报，２００９，２９（５）：１３４７～１３５１

１１ＣａｉＪｉａｎｗｅｎ，ＳｈｅｎＺｈａｏ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Ｂｉｎｇ犲狋犪犾．．Ｔｗｏｐｈｏｔｏｎ

ｐｈｏｔｏｂｌｅａｃｈｉｎｇ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ｗｉｔｈ ＤＶＤ

ｐｉｃｋｕｐｈｅａｄ［Ｊ］．犃犮狋犪犗狆狋犻犮犪犛犻狀犻犮犪，２００５，２５（１０）：１４０１～１４０５

　 蔡建文，沈兆龙，江　兵 等．基于ＤＶＤ光头的双光子光致漂白

三维光存储［Ｊ］．光学学报，２００５，２５（１０）：１４０１～１４０５

１２ＧｕｏＦｕｑｕａｎ，Ｓｕｎ Ｘｉａｏｌａｏ，ＸｉｏｎｇＦｅｉ犲狋犪犾．．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ａｎｄ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ｓｔｉｌｂｅｎｅ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ｓ ａｓ ｔｗｏｐｈｏｔｏｎ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Ｊ］．犛狆犲犮狋狉狅狊犮狅狆狔犪狀犱犛狆犲犮狋狉犪犾犃狀犪犾狔狊犻狊，

２００９，２９（９）：２４６２～２４６６

　 郭福全，孙小捞，熊　飞 等．双光子吸收材料二苯乙烯衍生物的

合成及光谱性质 ［Ｊ］．光谱学与光谱分 析，２００９，２９（９）：

２４６２～２４６６

１３ＸｉｎｇＨｕｉ，ＴａｎｇＨｕｏｈｏｎｇ，ＪｉａｎｇＢｉｎｇ犲狋犪犾．．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ｏｐｔｉｃａｌｓｔｏｒａｇｅｉｎａＰＭＭＡｐｏｌｙｍｅｒｄｏｐｅｄｗｉｔｈＣｅ３＋［Ｊ］．犃犮狋犪

犗狆狋犻犮犪犛犻狀犻犮犪，２００６，２６（６）：８７４～８７７

　 邢　卉，唐火红，江　兵 等．聚甲基丙烯酸甲酯掺杂Ｃｅ３＋的飞

秒激光三维信息存储［Ｊ］．光学学报，２００６，２６（６）：８７４～８７７

１４Ｈ．Ｆ．Ｊｉｕ，Ｈ．Ｈ．Ｔａｎｇ，Ｊ．Ｌ．Ｚｈｏｕ犲狋犪犾．．Ｓｍ（ＤＢＭ）３ｐｈｅｎ

ｄｏｐｅｄＰＭＭＡｆｏｒ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ｍｕｌｔｉｌａｙｅｄｏｐｔｉｃａｌｍｅｍｏｒｙ

［Ｊ］．犗狆狋．犔犲狋狋．，２００５，３０（７）：７７４～７７６

栏目编辑：韩　峰

１１０６００１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