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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秒脉冲在普通单模光纤中产生超连续谱的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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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用中心波长１０６４ｎｍ的纳秒激光脉冲入射到普通单模光纤中，获得了从７００ｎｍ到超过１７５０ｎｍ的超连

续谱输出。在正常色散区抽运下，光谱首先出现多级拉曼斯托克斯线，随着抽运功率或光纤长度的增加，斯托克斯

能量将进入光纤反常色散区，形成光孤子，随后与孤子相关的非线性效应将使光谱进一步展宽。实验结果表明，当

单模光纤长度为２８ｍ时，产生的光谱在１２６０～１７５０ｎｍ范围内，有较好的光谱平坦度（小于３．８ｄＢ）、较强的光谱

光功率密度（平均约为０．４ｍＷ／ｎｍ）并且单模输出。

关键词　非线性光学；纳秒脉冲；普通单模光纤；超连续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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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光谱展宽和新频率的产生是非线性光学的本质

特征，自从１９６０年第一台激光器发明以来已经受到

了广泛的研究［１］。１９７０年，Ａｌｆａｎｏ等
［２］利用倍频钕

０７０５００３１



中　　　国　　　激　　　光

玻璃激光和硼硅酸盐玻璃首次实现了从４００～

７００ｎｍ超连续谱（ＳＣ）的产生。ＳＣ是指当一束强度

极大的超短脉冲通过非线性材料后，出射光谱中产

生许多新的频率成分，光谱宽度远远大于入射光频

率的宽度，一般可以达到几百纳米甚至上千纳米。

ＳＣ作为光源，具有高的输出功率、平坦的宽带光谱、

高度的空间相干（聚焦）等特性，能极大地提高信噪

比、减小测量时间以及加宽光谱测量范围。ＳＣ光源

在许多领域有着重要的应用，如光谱学分析［３］、显微

镜成像［４］、光通信［５］和光相干摄影技术［６］等。因此

从１９７０年到１９９０年，人们对ＳＣ进行了广泛的研

究，采用了不同的非线性材料，如固体、有机或无机

液体、气体、各种波导结构来产生ＳＣ
［７］。２０００年，

贝尔实验室的Ｒａｎｋａ等
［８］利用锁模钛宝石飞秒激

光源和光子晶体光纤（ＰＣＦ）实现了ＳＣ的产生，再

次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９～１３］。

ＰＣＦ是由Ｒｕｓｓｅｌｌ等在１９９６年研制成功的，它

在结构上与传统的光纤有着本质的不同，是由沿光

纤轴向周期性排列的空气孔和单一石英材料组成

的，而空气孔的排列、大小和形状有着很大的控制余

地。ＰＣＦ中这些微结构的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传

统光纤的许多传输特性，使它具有高非线性和特殊

的色散特性［１４，１５］。通过理论和实验研究，人们发现

ＰＣＦ中光场能被高度局域集中，从而可以极大地提

高非线性光学相互作用的效率。另外，ＰＣＦ能够在

很宽的频带范围内支持单模传输（甚至无截止单模

传输），并且可以将光纤零色散波长点移至可见光波

段。这些特性都决定了ＰＣＦ是产生ＳＣ的理想非线

性波导结构。但是ＰＣＦ也有其局限性：首先，由于

ＰＣＦ较小的纤芯尺寸（通常直径为２～４μｍ），在石

英材料的损伤阈值下，限制了纳秒（或皮秒）输入脉

冲的脉冲能量需要小于数十微焦（或纳焦），从而限

制了输出ＳＣ的光谱光功率密度。其次，ＰＣＦ难于

维护。比如，未封装的ＰＣＦ尾端将由于细小空气孔

的毛细管效应吸取空气中的水蒸气，增大光纤损耗；

ＰＣＦ的熔接仍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难题
［１６］。另外，

相比普通光纤，ＰＣＦ高昂的价格也限制了它进一步

的实用化。

因此，色散位移光纤［１７～２１］或普通单模光纤

（ＳＭＦ）
［２２～２４］也被用来作为产生ＳＣ的波导介质。

同时，相比之前被广泛用作ＳＣ抽运源的锁模钛宝

石飞秒激光源，Ｎｄ∶ＹＡＧ微晶片激光器（纳秒光源）

由于其可靠的稳定性、低廉的价格和小巧的体积将

更有可能成为商用化ＳＣ的抽运光源
［２５］。本文利用

ＳＭＦ（ＣｏｒｎｉｎｇＳＭＦ２８）和Ｎｄ∶ＹＡＧ微晶片激光器

的纳秒激光脉冲来产生ＳＣ，其光谱可以覆盖从

７００ｎｍ到超过１７５０ｎｍ（长波长端受到光谱仪探测

范围的限制）。同时，在超过ＳＭＦ１２６０ｎｍ截止波

长的光谱部分，将以单模形式输出。与文献［１８］中

使用５３２ｎｍ纳秒抽运源不同，本文采用１０６４ｎｍ

Ｎｄ∶ＹＡＧ微晶片激光器作为抽运源，大大减小了抽

运波长与光纤零色散波长（１３１０ｎｍ）的波长差，增

强了从抽运源到光纤反常色散区的能量转换效率，

使得输出ＳＣ的近红外光谱更加平坦。

２　实验装置

实验装置如图１所示。抽运光源为Ｉｎｎｏｌｉｇｈｔ

公司的被动调犙Ｎｄ∶ＹＡＧ微晶片激光器（μＦＬＡＲＥ

ＰＱＩＲ５０Ｋ１０），脉宽１ｎｓ，中心波长１０６４ｎｍ，重复

频率５０ｋＨｚ，输出激光平均功率为６３０ｍＷ，输出

光束发散角为５ｍｒａｄ。为了提高光纤的耦合效率，

先使用焦距为１７５ｍｍ的准直透镜对激光束进行准

直，再利用１１ｍｍ焦距的聚焦透镜将准直后的激光

束耦合到ＳＭＦ中。两个反射镜用来调整激光束使

之完全垂直于聚焦透镜输入。抽运光源的光功率大

小可以用衰减器进行调节。抽运激光脉冲经过

ＳＭＦ 后 产 生 的 ＳＣ 用 光 谱 仪 （Ｔｅｋｔｒｏｎｉｘ

ＴＤＳ６８０４Ｂ）进行探测。实验装置中，所有透镜或反

射镜均已镀上对抽运激光中心波长高透或者高反的

介质膜。抽运激光束在自由光学空间中的损耗约为

３０ｍＷ。

图１ 实验装置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ｅｔｕｐ

３　实验结果与分析

图２为纳秒激光脉冲在ＳＭＦ中产生ＳＣ的实

验结果。图２（ａ）为１００ｍＳＭＦ输出的ＳＣ光谱随

抽运功率增加的变化情况。从图中可以观察到在

ＳＭＦ正常色散区的拉曼级联效应。当抽运功率增

加到２０ｍＷ 时，输出光谱在１１１４ｎｍ处出现一阶

斯托克斯线。随着抽运功率的增加，将出现二阶、三

０７０５００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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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斯托克斯线，因为这时的斯托克斯功率大到足以

抽运下一级斯托克斯线［２６］。进一步增加抽运功率，

当斯托克斯频谱功率越过ＳＭＦ在１３１０ｎｍ附近的

零色散波长点时，抽运能量将进入ＳＭＦ的反常色

散区，形成光孤子，随后与光孤子相关的非线性效应

将是ＳＣ光谱进一步扩展的主要原因。图２（ｂ）为抽

运功率在６００ｍＷ（考虑到抽运激光在自由空间中

的３０ｍＷ 损耗）时，输出的ＳＣ光谱随ＳＭＦ光纤长

度增加的变化。可以看到，当光纤长度为２８ｍ时，

ＳＣ光谱可以从７００ｎｍ扩展到１７５０ｎｍ。但随着光

纤长度的进一步增加，在光谱仪可观察到的范围内

（光谱仪长波长端上限为１７５０ｎｍ），ＳＣ光谱不再有

太大的变化。

图２ （ａ）在１００ｍＳＭＦ长度下，ＳＣ光谱随抽运功率增加的变化情况；（ｂ）在６００ｍＷ 抽运功率下，ＳＣ光谱在１～１００ｍ

ＳＭＦ长度下的变化情况。光谱的长波长端受到光谱仪１７５０ｎｍ探测范围的限制。图中所示为归一化光谱强度

Ｆｉｇ．２ （ａ）ＳＣｓｐｅｃｔｒａ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ｉｎ１００ｍＳＭＦ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ｖｅｒａｇｅｉｎｐｕｔｐｏｗｅｒｓ；（ｂ）ＳＣｓｐｅｃｔｒａｅｖｏｌｖｅｆｒｏｍ１ｔｏ１００ｍ

ＳＭＦｕｎｄｅｒ６００ｍＷａｖｅｒａｇｅｉｎｐｕｔｐｏｗｅｒ．Ｔｈｅｌｏｎｇｗａｖｅｌｅｎｇｔｈｅｄｇｅｉｓｌｉｍｉ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ｒａｎｇｅｏｆｏｐｔｉｃａｌ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ａｎａｌｙｚｅｒａｔ１７５０ｎｍ．Ｔｈｅ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ｈａｓｂｅｅｎ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ｉｎｔｈｅｆｉｇｕｒｅｓ

图３ （ａ）１００ｍＳＭＦ在６００ｍＷ抽运功率下产生的ＳＣ光谱，图中点虚线为ＳＭＦ的零色散波长，点划线λＣ＿ＬＰ１１和

λＣ＿ＬＰ２１分别为ＬＰ１１模和ＬＰ２１模的截止波长；（ｂ）６００ｍＷ抽运功率下，输出ＳＣ光功率随ＳＭＦ长度的变化情况

Ｆｉｇ．３ （ａ）ＳＣ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１００ｍＳＭＦａｎｄ６００ｍＷａｖｅｒａｇｅｉｎｐｕｔｐｏｗｅｒ，ｔｈｅｄｏｔｌｉｎｅｓｈｏｗｓｔｈｅｚｅｒｏ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ｗａｖｅｌｅｎｇｔｈｏｆＳＭＦａｒｏｕｎｄ１３１０ｎｍ，ｔｈｅｔｗｏｄｏｔｄａｓｈｌｉｎｅ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ｔｈｅｃｕｔｏｆｆｗａｖｅｌｅｎｇｔｈｏｆｍｏｄｅｓＬＰ１１ａｎｄＬＰ２１，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ｂ）ＳＣｏｕｔｐｕｔｐｏｗｅｒｖａｒｉｅｓｆｒｏｍ１ｔｏ１００ｍＳＭＦｕｎｄｅｒ６００ｍＷａｖｅｒａｇｅｉｎｐｕｔｐｏｗｅｒ

　　图３（ａ）为６００ｍＷ 抽运功率下１００ｍＳＭＦ所

产生的ＳＣ光谱。位于１０６４ｎｍ抽运波长（图中所

示犘）两边的精细旁瓣结构是由于光纤正常色散区

的偏振调制非稳定性所致，在改变抽运源的偏振态

后可以将其完全消除［２７］。从图中可以看到三个级

联拉曼斯托克斯线（犛１，犛２ 和犛３），并且后一级的斯

托克斯线都比前一级斯托克斯线要宽。当抽运能量

进入光纤反常色散区后（图中点虚线所示为ＳＭＦ

１３１０ｎｍ零色散波长），脉冲由于调制非稳定性效应

将被分裂为多个基态光孤子［１７］。随后的孤子碰撞

和拉曼孤子自频移等非线性过程将进一步扩展ＳＣ

的长波长端光谱。在ＳＣ光谱的短波长端，处于正

常色散区的色散波由于四波混频效应被反常色散区

的孤子势阱所束缚，随着减速的孤子一起运动，并不

断发生蓝移［２８］。图３（ａ）中右边的点划线为ＳＭＦ在

１２６０ｎｍ附近的截止波长（λＣ＿ＬＰ１１），ＳＣ在此截止

波长以上的光谱部分将以单模形式ＬＰ０１模输出。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所使用的是纳秒脉冲抽运

０７０５００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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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脉冲抽运或者准连续抽运），与飞秒脉冲抽运（超

短脉冲抽运）有所不同，当抽运能量进入反常色散区

后，前者首先受到的是以调制非稳定性等参量过程

为主导的非线性效应。它将脉冲分裂成大量基态孤

子，而每个孤子都有随机的脉宽、波长和能量，并且

产生随机的碰撞和相互作用。此外，它们最初由噪

声所产生，所以它们之间互不相干。因此在反常色

散区的ＳＣ光谱，可以近似看作是各个不同孤子频

率成分的简单叠加平均后的结果。从而使得在此区

域内的光谱没有单个孤子的相关信息，而呈现出平

滑的光谱结构。正是因此，从图３（ａ）中可以看出，

ＳＣ在光纤反常色散区有着较为平坦的光谱结构（平

坦度小于３．８ｄＢ）。

图３（ｂ）为在６００ｍＷ 的抽运功率下，ＳＭＦ输

出的ＳＣ光功率随光纤长度增加的变化情况。由于

ＳＭＦ在可见光部分有较强的瑞利散射损耗和大于

１．８μｍ近红外光谱的ＳｉＯ２ 红外吸收损耗，使得输

出的ＳＣ光功率由５２７ｍＷ（１ｍ光纤长度，输出效

率为８７．８％）急剧下降到２２０ｍＷ（１００ｍ 光纤长

度，输出效率为３６．７％）。当ＳＭＦ的长度为２８ｍ

时，输出的 ＳＣ 光功率为４０２ｍＷ（输出效率为

６７％）。结合图２（ｂ）可以得出，在２８ｍ光纤长度下

所输出的ＳＣ光谱，在１２６０～１７５０ｎｍ的近红外光

谱拥有较好的光谱平坦度（小于３．８ｄＢ）、较高的光

谱光功率密度（平均约为０．４ｍＷ／ｎｍ）并且单模

输出。

４　结　　论

利用Ｎｄ∶ＹＡＧ微晶片激光器１０６４ｎｍ纳秒脉

冲和普通单模光纤产生激光超连续谱，其光谱范围

可覆盖从７００ｎｍ到超过１７５０ｎｍ（长波长端受到光

谱仪观测范围的限制）。实验观测到，纳秒脉冲在正

常色散区抽运情况下，由于受激拉曼散射光谱将出

现多级级联拉曼斯托克斯线。随着抽运功率或光纤

长度的增加，斯托克斯功率将进入光纤反常色散区，

形成光孤子。随后的孤子碰撞、拉曼孤子红移及孤

子与色散波相互作用等非线性效应将使光谱进一步

展宽。当光纤长度为２８ｍ时，产生的ＳＣ光谱在

１２６０～１７５０ｎｍ近红外光谱范围内有较好的光谱平

坦度（小于３．８ｄＢ）和较强的光谱光功率密度（平均

约为０．４ｍＷ／ｎｍ）且单模输出。相信这个廉价、高

可靠性、结构紧凑的超连续谱光源将在近红外光谱

领域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参 考 文 献
１Ｒ．Ｗ．Ｂｏｙｄ．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Ｏｐｔｉｃｓ （３ｒｄｅｄ．）［Ｍ］．Ｓａｎ Ｄｉｅｇｏ：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２００８

２Ｒ．Ｒ．Ａｌｆａｎｏ，Ｓ．Ｌ．Ｓｈａｐｉｒｏ．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４０００ｔｏ

７０００?ｖｉａｆｏｕｒｐｈｏｔｏｎ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ｉｎｇｌａｓｓ［Ｊ］．犘犺狔狊．犚犲狏．犔犲狋狋．，

１９７０，２４（１１）：５８４～５８７

３Ｊ．Ｈｕｌｔ，Ｒ．Ｓ． Ｗａｔｔ，Ｃ．Ｆ．Ｋａｍｉｎｓｋｉ．Ｈｉｇｈ ｂａｎｄｗｉｄｔｈ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ｗｉｔｈａｄｉｓｐｅｒｓｅｄｓｕｐｅｒ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ｓｏｕｒｃｅ

［Ｊ］．犗狆狋．犈狓狆狉犲狊狊，２００７，１５（１８）：１１３８５～１１３９５

４Ｊ．Ｈ．Ｆｒａｎｋ，Ａ．Ｄ．Ｅｌｄｅｒ，Ｊ．Ｓｗａｒｔｌｉｎｇ犲狋犪犾．．Ａｗｈｉｔｅｌｉｇｈｔ

ｃｏｎｆｏｃａｌ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ｅｆｏｒ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ｌｙ ｒｅｓｏｌｖｅｄ 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ｉｍａｇｉｎｇ［Ｊ］．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犕犻犮狉狅狊犮狅狆狔，２００７，２２７（３）：２０３～２１５

５Ｓ．Ｓｍｉｒｎｏｖ，Ｊ．Ｄ．Ｃａｓｔａｎｏｎ，Ｔ．Ｊ．Ｅｌｌｉｎｇｈａｍ犲狋犪犾．．Ｏｐｔｉｃａｌ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ｂｒｏａｄｅｎｉｎｇａｎｄｓｕｐｅｒ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ｌｅｃｏｍ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Ｊ］．犗狆狋．犉犻犫犲狉犜犲犮犺狀狅犾．，２００６，１２：１２２～１４７

６Ｄ．Ｌ．Ｍａｒｋｓ，Ａ．Ｌ．Ｏｌｄｅｎｂｕｒｇ，Ｊ．Ｊ．Ｒｅｙｎｏｌｄｓ犲狋犪犾．．Ｓｔｕｄｙｏｆ

ａｎｕｌｔｒａｈｉｇｈ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ａｐｅｒｔｕｒｅｆｉｂｅｒ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ｕｒｃｅ

ｆｏｒｏｐｔｉｃａｌ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Ｊ］．犗狆狋．犔犲狋狋．，２００２，

２７（２２）：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７Ｒ．Ｒ．Ａｌｆａｎｏ．ＴｈｅＳｕｐｅｒ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ＬａｓｅｒＳｏｕｒｃｅ：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ｓ

ｗｉｔｈＵｐｄａｔｅｄ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２ｎｄｅｄ．）［Ｍ］．ＮｅｗＹｏｒｋ：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Ｖｅｒｌａｇ，２００６

８Ｊ．Ｋ．Ｒａｎｋａ，Ｒ．Ｓ．Ｗｉｎｄｅｌｅｒ，Ａ．Ｊ．Ｓｔｅｎｔｚ．Ｖｉｓｉｂｌｅ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ｉｒｓｉｌｉｃａ ｍｉｃｒ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ｆｉｂｅｒｓ ｗｉｔｈ

ａｎｏｍａｌｏｕｓ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ａｔ ８００ ｎｍ ［Ｊ］．犗狆狋．犔犲狋狋．，２０００，

２５（１）：２５～２７

９Ｊ．Ｍ．Ｄｕｄｌｅｙ，Ｇ．Ｇｅｎｔｙ，Ｓ．Ｃｏｅｎ．Ｓｕｐｅｒ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ｈｏｔｏｎｉｃ ｃｒｙｓｔａｌｆｉｂｅｒ［Ｊ］．犚犲狏． 犕狅犱．犘犺狔狊．，２００６，

７８（４）：１１３５～１１８４

１０Ｃ． Ｌｉｕ， Ｅ． Ｊ． Ｒｅｅｓ， Ｔ． Ｌａｕｒｉｌａ 犲狋 犪犾．．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

ｓｕｐｅｒ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 ｐｕｌｓｅ 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ｅｘｈｉｂｉｔｉｎｇ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ａｌｉａｓｉｎｇ［Ｊ］．犗狆狋．犔犲狋狋．，２０１０，３５（２４）：４１４５～４１４７

１１Ｃ．Ｌｉｕ，Ｅ．Ｊ．Ｒｅｅｓ，Ｔ．Ｌａｕｒｉｌａ犲狋犪犾．．Ａｎ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ｆｉｌｔｅｒｆｏｒ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ｔｈｅｌｉｆｅｃｙｃｌｅｏｆｏｐｔｉｃａｌｒｏｇｕｅｗａｖｅｓ［Ｊ］．犗狆狋．犈狓狆狉犲狊狊，

２０１０，１８（２５）：２６１１３～２６１２２

１２ＣｈｅｎＳｈｅｎｇｐｉｎｇ，Ｃｈｅｎ Ｈｏｎｇｗｅｉ，Ｈｏｕ Ｊｉｎｇ犲狋犪犾．．３０ Ｗ

ｐｉｃｏｓｅｃｏｎｄｐｕｌｓｅｄｆｉｂｅｒｌａｓｅｒａｎｄｈｉｇｈｐｏｗｅｒｓｕｐｅｒ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Ｊ］．犆犺犻狀犲狊犲犑．犔犪狊犲狉狊，２０１０，３７（８）：１９４３～１９４９

　 陈胜平，谌鸿伟，侯　静 等．３０Ｗ皮秒脉冲光纤激光器及高功

率超连续谱的产生［Ｊ］．中国激光，２０１０，３７（８）：１９４３～１９４９

１３ＺｈａｎｇＳｈｉｑｉａｎｇ，ＬｉＸｉａｏ，ＸｕＸｉａｏｊｕｎ犲狋犪犾．．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ｕｄｙ

ｏｆｓｕｐｅｒ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ｂｙｈｕｎｄｒｅｄｎａｎｏｓｅｃｏｎｄｐｕｌｓｅ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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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９，３６（ｓ１）：７５～７８

　 张世强，李　霄，许晓军 等．百纳秒激光脉冲在高非线性光子晶

体光纤中产生超连续谱的实验研究［Ｊ］．中国激光，２００９，

３６（ｓ１）：７５～７８

１４Ｐ．Ｒｕｓｓｅｌｌ．Ｐｈｏｔｏｎｉｃｓ ｃｒｙｓｔａｌｆｉｂｅｒｓ［Ｊ］．犛犮犻犲狀犮犲，２００３，

２９９（５６０５）：３５８～３６２

１５Ｊ．Ｃ．Ｋｎｉｇｈｔ．Ｐｈｏｔｏｎｉｃｃｒｙｓｔａｌｆｉｂｒｅｓ［Ｊ］．犖犪狋狌狉犲，２００３，

４２４（６９５０）：８４７～８５１

１６Ｊ．Ｈ．Ｃｈｏｎｇ，Ｍ．Ｒａｏ．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ａ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ｌａｓｅｒ

ｓｐｌｉｃｉｎｇ ｐｈｏｔｏｎｉｃ ｃｒｙｓｔａｌｆｉｂｅｒ［Ｊ］．犗狆狋．犈狓狆狉犲狊狊，２００３，

１１（１２）：１３６５～１３７０

１７Ａ．Ｋ．Ａｂｅｅｌｕｃｋ，Ｃ．Ｈｅａｄｌｅｙ．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ｗａｖｅｐｕｍｐｉｎｇｉｎｔｈｅ

ａｎｏｍａｌｏｕｓａｎｄｎｏｒｍａｌ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ｒｅｇｉｍｅｓｏｆ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ｆｉｂｅｒｓｆｏｒ

ｓｕｐｅｒ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Ｊ］．犗狆狋．犔犲狋狋．，２００５，３０（１）：６１～６３

１８Ａ．Ｍｕｓｓｏｔ，Ｔ．Ｓｙｌｖｅｓｔｒｅ，Ｌ．Ｐｒｏｖｉｎｏ犲狋犪犾．．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ａ

ｂｒｏａｄｂａｎｄ ｓｉｎｇｌｅｍｏｄｅ ｓｕｐｅｒ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 ｉｎ ａ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ｓｈｉｆｔｅｄｆｉｂｅｒｂｙｕｓｅｏｆａｓｕｂｎａｎｏｓｅｃｏｎｄｍｉｃｒｏｃｈｉｐｌａｓｅｒ

［Ｊ］．犗狆狋．犔犲狋狋．，２００３，２８（１９）：１８２０～１８２２

１９Ａ．Ｋ．Ａｂｅｅｌｕｃｋ，Ｃ．Ｈｅａｄｌｅｙ，Ｃ．Ｇ．Ｊｏｒｇｅｎｓｅｎ．Ｈｉｇｈｐｏｗｅｒ

ｓｕｐｅｒ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ｈｉｇｈｌｙ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ｓｈｉｆｔｅｄ

ｆｉｂｅｒｓｂｙｕｓｅｏｆａ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ｗａｖｅＲａｍａｎｆｉｂｅｒｌａｓｅｒ［Ｊ］．犗狆狋．

犔犲狋狋．，２００４，２９（１８）：２１６３～２１６５

０７０５００３４



刘　楚等：　纳秒脉冲在普通单模光纤中产生超连续谱的实验研究

２０Ｓ． Ｍｏｏｎ， Ｄ． Ｙ． Ｋｉｍ．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ｃｔａｖｅｓｐａｎｎｉｎｇ

ｓｕｐｅｒ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ｗｉｔｈ１５５０ｎｍａｍｐｌｉｆｉｅｄｄｉｏｄｅｌａｓｅｒｐｕｌｓｅｓａｎｄａ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ｓｈｉｆｔｅｄｆｉｂｅｒ［Ｊ］．犗狆狋．犈狓狆狉犲狊狊，２００６，１４（１）：

２７０～２７８

２１Ｌｉ Ｚｈｉｙｏｎｇ， Ｗａｎｇ Ｚｈａｏｙｉｎｇ， Ｗａｎｇ Ｙｏｎｇｑｉａｎｇ 犲狋 犪犾．．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ｔｕｄｙｏｎｓｕｐｅｒ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ｉｎａ１００ｍ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ｓｈｉｆｔ

ｆｉｂｅｒ［Ｊ］．犃犮狋犪犘犺狅狋狅狀犻犮犪犛犻狀犻犮犪，２００４，３３（９）：１０６４～１０６７

　 李智勇，王肇颖，王永强 等．基于１００ｍ色散位移光纤的超连续

谱实验研究［Ｊ］．光子学报，２００４，３３（９）：１０６４～１０６７

２２Ｓ．Ｖ．Ｃｈｅｒｎｉｋｏｖ，Ｙ．Ｚｈｕ，Ｊ．Ｒ．Ｔａｙｌｏｒ犲狋犪犾．．Ｓｕｐｅｒ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

ｓｅｌｆＱｓｗｉｔｃｈｅｄｙｔｔｅｒｂｉｕｍｆｉｂｅｒｌａｓｅｒ［Ｊ］．犗狆狋．犔犲狋狋．，１９９７，

２２（５）：２９８～３００

２３Ｊ．Ｗ．Ｗａｌｅｗｓｋｉ，Ｊ．Ａ．Ｆｉｌｉｐａ，Ｃ．Ｌ．Ｈａｇｅｎ犲狋犪犾．．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ｓｉｎｇｌｅｍｏｄｅｆｉｂｅｒｓａｓ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ｔｍｅａ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

ｕｌｔｒａｆａｓｔｈｉｇｈｐｕｌｓｅｅｎｅｒｇｙｓｕｐｅｒｃｏｎｔｉｎｕａ［Ｊ］．犃狆狆犾．犘犺狔狊．犅，

２００６，８３（１）：７５～７９

２４Ｒ．Ｓ． Ｗａｔｔ， Ｃ． Ｆ． Ｋａｍｉｎｓｋｉ，Ｊ． Ｈｕｌｔ．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ｐｅｒ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ｓｉｎｇｌｅｍｏｄｅｆｉｂｒｅａｎｄｉｔ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ｏｂｒｏａｄｂａｎｄ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Ｊ］．犃狆狆犾．

犘犺狔狊．犅，２００８，９０（１）：４７～５３

２５Ｗ．Ｊ． Ｗａｄｓｗｏｒｔｈ， Ｎ． Ｊｏｌｙ， Ｊ． Ｃ． Ｋｎｉｇｈｔ 犲狋 犪犾．．

Ｓｕｐｅｒ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ａｎｄｆｏｕｒｗａｖｅｍｉｘｉｎｇｗｉｔｈ犙ｓｗｉｔｃｈｅｄｐｕｌｓｅｓｉｎ

ｅｎｄｌｅｓｓｌｙｓｉｎｇｌｅｍｏｄｅｐｈｏｔｏｎｉｃｃｒｙｓｔａｌｆｉｂｒｅｓ［Ｊ］．犗狆狋．犈狓狆狉犲狊狊，

２００４，１２（２）：２９９～３０９

２６Ｇ．Ｐ．Ａｇｒａｗａｌ．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ＦｉｂｅｒＯｐｔｉｃｓ（４ｔｈｅｄ．）［Ｍ］．Ｓａｎ

Ｄｉｅｇｏ：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２００７

２７Ｓ．Ｇ．Ｍｕｒｄｏｃｈ，Ｒ．Ｌｅｏｎｈａｒｄｔ，Ｊ．Ｄ．Ｈａｒｖｅｙ．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 ｗｅａｋｌｙｂｉｒｅｆｒｉｎｇｅｎｔｆｉｂｅｒｓ［Ｊ］．犗狆狋．

犔犲狋狋．，１９９５，２０（８）：８６６～８６８

２８Ａ．Ｖ．Ｇｏｒｂａｃｈ，Ｄ．Ｖ．Ｓｋｒｙａｂｉｎ．Ｌｉｇｈｔｔｒａｐｐｉｎｇｉｎｇｒａｖｉｔｙｌｉｋ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ｓａｎｄ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ｏｆｓｕｐｅｒ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ｓｐｅｃｔｒａｉｎｐｈｏｔｏｎｉｃ

ｃｒｙｓｔａｌｆｉｂｒｅｓ［Ｊ］．犖犪狋狌狉犲犘犺狅狋狅狀犻犮狊，２００７，１（１１）：６５３～６５７

０７０５００３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