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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研究双折射晶体Nd∶YVO４的偏振特性,利用楔角为１０°的Nd∶YVO４激光晶体和倍频晶体KTP(磷酸

钛氧钾)在绿光激光器中构造了一个新型双折射滤波器.理论分析了KTP晶体的长度、基频光在KTP中的入射

角度和KTP的温度对双折射滤波器选频的影响.实验中使用长度为４．４,５,７mm的KTP,采用V型腔结构,最后

分别获得了９０,１２０,１０４mW的单频绿光.实验结果表明,由楔形Nd∶YVO４和KTP构成的双折射滤波器成功实

现了激光单纵模运转,且方法简单易行.当KTP晶体长度为５mm时,测得楔形Nd∶YVO４/KTP激光器的单纵模

运转温度范围约为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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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studyingthepolarizationcharacteristicsofthebirefringentNd∶YVO４crystal anovelbirefringent
filtercomprisinganNd∶YVO４lasercrystalwithawedgeangleof１０°andafrequencydoublingKTP potass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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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damentalmodeintheKTP andKTPtemperatureontheelectingＧmodefunctionofthebirefringencefilter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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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全固态单纵模(SLM)绿光激光器因具有小型

化、稳定性好、寿命长等优点,在精密测量、全息、相
干雷达和光通信等领域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这些

应用领域都要求激光器结构紧凑,频率和功率稳定,
对环境温度、振动不敏感,输出功率在百毫瓦量级.
目前,在腔内倍频绿光激光器中实现单纵模运转的

方法主要有标准具法[１]、环行腔法[２Ｇ３]、耦合腔[４]和

双折射滤波.首先,激光器中使用的标准具大多为

未镀膜的熔炉石英,且需要调整标准具的角度使谐

振腔中增益最大的振荡模与标准具的透射峰重合,
因此标准具的插入损耗很大,导致输出的功率较低.
其次,对于消除驻波效应的环行腔法,由于泵浦功率

很高、增益很大,故仍需要在激光器中插入标准具来

进行选频.虽然单频输出功率很高,但腔内光学元

件很多,结构复杂,成本高,不适合用于小功率的激

光器中.再次,想要实现耦合腔输出的绿光为单频,
需要严格调整两个腔的振荡模重合,目前相关的报

道文献较少.
双折射滤波选频技术引入的损耗小,成本低,且

构成方法有很多种,是中低功率全固态激光器中实

现单纵模运转的优选方案.在倍频绿光激光器中,
研究得比较多的双折射滤波器为布氏片＋KTP:中
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的郑权

等[５Ｇ７]采用 Nd∶YVO４/K９布氏片/KTP的直腔结

构,获得了从３８mW到６５０mW 的单频绿光;印度

的 George 等[８]和 德 国 的 Friel等[９]采 用 Nd∶
YVO４/BK７布氏片/KTP的结构,并将 KTP的一

面作为输出镜,分别获得了２０７mW 和２５０mW 的

单频绿光.此外,山西大学的李瑞宁等[１０]采用由

Nd∶YVO４/偏振片/KTP构 成 的 V 型 腔 获 得 了

１０２mW的单频绿光;波兰的Sotor等[１１Ｇ１３]采用Nd∶
YVO４/YVO４/KTP一体式直腔结构,将未掺杂的

离轴切割的YVO４ 晶体作为选偏元件,通过缩小晶

体横 截 面 面 积,将 ５３２nm 单 频 激 光 的 功 率 从

９０mW提高至１６０mW.以上研究通过双折射滤波

法获得单纵模运转的激光器时,除了需要激光晶体

和倍频晶体外,还必须额外插入布氏片、偏振片或

YVO４ 分束器,这会增加激光调节的难度和激光器

成本.鉴于这些原因,Fan[１４]利用布氏角切割的

Nd∶YAG/KTP构成双折射滤波,获得了４mW 的

单频 绿 光;Suzuki等[１５]采 用 离 轴 切 割 的 Nd∶
YVO４/KTP式直腔结构获得了２０mW 的单频绿

光.这两种方法都是直接利用激光晶体达到选偏的

目的,但布氏角切割只适用于长晶体,且离轴切割的

Nd∶YVO４受激发射截面小,不利用提高单频功率.
本文选用楔角为１０°的a 轴切割 Nd∶YVO４作

为增益介质和选偏器,与倍频晶体 KTP构成双折

射滤波器,减少了光学元件的数量,且这种由楔形

Nd∶YVO４和 KTP构成的双折射滤波器至今未被

报道过.首先,根据激光晶体 Nd∶YVO４的双折射

特性,将a 轴切割 Nd∶YVO４的S２端面加工成楔

角,通过调整输出镜的角度,抑制σ偏振光振荡,获
得了π偏振光[１６Ｇ１８];其次,理论分析KTP晶体的长

度,研究角度和温度对滤波器透射谱的影响,并且通

过实验比较谐振腔内放入 KTP晶体前后,腔内基

频光的光谱变化,成功地证明了该滤波器的选频功

能.此外,通过实验研究 KTP晶体长度对选频特

性和单纵模输出功率的影响,最高单纵模输出功率

为１２０mW.最后,选定KTP长度为５mm,在温度

分别为１７．０,２２．５,２８．０℃时对楔形Nd∶YVO４/KTP
激光器进行定温调试,在确保单纵模输出的前提下,
测量得到激光单纵模运转的温度范围基本相同,均
为４．５~５．０℃,这说明激光器单纵模输出对温度不

敏感.

２　楔形Nd∶YVO４/KTP单频激光器
实验装置

楔形Nd∶YVO４/KTP单频激光器示意图如图

１所示.泵浦源为波长８０８nm的宽发射面激光二

极管(LD),发光面尺寸为１μm×１５０μm(快轴×慢

轴),发散角为４０°×１０°,最大输出功率为２W.首

先通过焦距f１＝４．０５mm的非球面透镜对LD发射

光束进行快轴准直,再通过变形棱镜对(P１和P２)
对激光二极管慢轴光束进行扩束,扩束倍数 M＝
２．８,最后通过焦距f２＝１１mm的非球面透镜进行

光束聚焦,聚焦光斑尺寸约为６０μm×８０μm,LD
光束整形系统的耦合效率约为８５％.激光谐振腔

由激光晶体端面 M１(S１)、平凹输出镜 M２和平面

反射 镜 M３构 成.V 型 腔 两 腔 长 分 别 为 L１≈
１６mm(M１面到输出镜 M２凹面的距离)和L２≈
１５mm(输出镜 M２凹面到反射镜 M３的距离),腔
折叠角为２２．０８°.激光晶体 Nd∶YVO４的楔角为

１０°,尺寸为３mm×３mm×１mm,掺杂原子数分数

为２％,中 心 通 光 长 度 为０．７３ mm,S１面 镀 有

８０８nm高 透 膜 和１０６４nm高 反 膜,S２ 面 镀 有

１０６４nm增透膜,利用导热胶将晶体粘接在紫铜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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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上.输出镜 M２的曲率半径R＝２００mm,凹面镀

有１０６４nm高 反 膜 和５３２nm 增 透 膜,平 面 镀 有

５３２nm增透膜.平面反射 镜 M３的 反 射 面 镀 有

１０６４nm和５３２nm高反膜.倍频晶体KTP采用Ⅱ
类相位匹配角切割(９０°,２３．５°),放在靠近平面镜

M３的光路上.分别控制泵浦源LD和谐振腔的温

度,LD温度约为３３℃,谐振腔温度约为２０℃.

图１ ５３２nm激光器示意图

Fig敭１ Schematicof５３２nmlaser

３　双折射滤波原理分析

Nd∶YVO４双折射晶体对π和σ两正交偏振光

有不同的折射率(nπ＝２．１６５２,nσ＝１．９５７３),根据折

射定律,入射角为１０°时,π光(偏振方向垂直aob平

面)和σ光(偏振方向平行aob平面)在S２面的折射

角分别为θ１０６４π＝２２．０８°和θ１０６４σ＝１９．８７°,如图２所

示.对于a 轴切割的Nd∶YVO４晶体,π光与σ光的

发射截面比约为４∶１,因此将输出镜的方向调整至π
光折射光方向,可获得最大增益.π光与σ光在谐

振腔中经过一次往返后,在激光晶体 Nd∶YVO４的

S１面上,会产生间距Δx.Δx 越大,表明σ偏振光

损耗越多,从而π偏振光输出就越容易获得.采用

V型腔的设计主要是因为Nd∶YVO４楔角色散的缘

故,倍频光５３２nm 与基频光１０６４nm 在楔面处

(S２)会分开,但不会影响到L２光路上倍频光的输

出.根据ABCD矩阵分析,振荡光在 M１和 M３处

的光斑半径随两臂腔长度L１ 和L２ 缓慢变化,两臂

束腰比约为１∶１.通过计算得:当 L１＝１６mm,

L２＝１５mm时,S１面处振荡光在子午和弧矢方向的

束腰半径分别为ω１m＝１３５．２μm和ω１s＝１３３．８μm,

M３处的束腰半径分别为ω３m＝１３６．３μm和ω３s＝
１３５．１μm.此时,S１面 处 π光 与σ光 间 的 间 隔

Δx＝１．９８mm.实验中激光晶体处的通光孔半径

为０．９mm,因此很容易实现选偏的目的.
由于KTP晶体的快轴与 Nd∶YVO４晶体的光

轴成４５°,因此在π偏振光往返通过KTP倍频晶体

时,只有偏振方向保持不变的纵模才能无损地通过,
而偏振 面 发 射 旋 转 的 纵 模,在 再 次 返 回 到 Nd∶
YVO４晶体中时,会有一部分光分解到σ偏振方向,

图２ V型腔中π光与σ光光路示意图

Fig敭２ Schematicofπlightandσlightpathsin
VＧtypeoscillator

导致该纵模产生损耗.当损耗足够大时,该纵模的

振荡被抑制.利用琼斯矩阵对谐振腔中的纵模往返

传播一周的相位和强度进行计算[１９],第i个振荡模

的透射率为

Ti＝cos２
２πΔnlKTP

λicosθ２i
æ

è
ç

ö

ø
÷ , (１)

θ２i＝
θ２ie＋θ２io
２

,　(i＝１,２,,m), (２)

Δn＝no－ne(θ２ie), (３)
式中:θ２ie和θ２io分别为e光和o光在倍频晶体中的

折射角;Δn 为倍频晶体中o光和e光的折射率差;

lKTP为 KTP晶体的长度.当基频光正入射(θ２i＝
０°)到 KTP晶体中时,(１)式就与文献[２０]中的

(９．１６)式相同.KTP的温度变化会使KTP折射率

发生变化,使晶体发生热膨胀,从而使KTP晶体的

光学长度发生变化,即有

Δn(ΔT)lKTP(ΔT)＝

lKTP
dnz

dT －
dny

dT ＋ΔnαT
æ

è
ç

ö

ø
÷ΔT＋Δn

é

ë
êê

ù

û
úú , (４)

式中:dnz/dT＝１．６×１０－５K－１和dny/dT＝１．３×
１０－５K－１分别为KTP晶体在z 和y 方向上的热光

系数;αT＝２．８×１０－５K－１为沿光轴的热膨胀系数.
将(４)式代入(１)式中,易知透射率Ti 与晶体长度

lKTP、温度T 和KTP的调谐角度θ２ 有关,即为了使

某一纵模无损地通过晶体,可以通过调节角度θ２、
温度T 或晶体长度lKTP来实现.而对于由不同长

度的KTP晶体与楔形Nd∶YVO４激光晶体构成的

双折射滤波器,自由光谱范围(FSR)可表示为

ΔνFSR＝
c

２ΔnlKTP×cosθ２
, (５)

式中:c为光在真空中的速度.角度θ２ 很小,对自由

光谱范围的影响为１０－３nm,可忽略不计.在温度为

定值时,假设基频光波长为１０６４．８nm,根据(１)式,双
折射滤波器的透射峰会随光在KTP晶体中的折射角

θ２ 的变化而变化,如图３(a)所示.晶体长度越短,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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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θ２ 的调谐范围就越大.图３(b)为在基频光正入射

到KTP时,不同长度的KTP晶体构成的滤波器对不

同纵模的透射率.由图３(b)可知:晶体长度越长,其
自由光谱范围就越小,相邻纵模之间透射率的差值就

越大,反之则反.当激光器为多纵模运转时,如果振

荡模之间的频差很大,那么长度短的KTP的滤波能

力既不会受影响,还会有大的自由光谱范围.总之,
自由光谱范围决定了选频的范围,大自由光谱范围的

滤波器能抑制更多的纵模起振;相邻纵模之间透射率

的差值代表了滤波器的选频能力,如滤波器对中心模

的透射率T０＝１,此时若其对邻近模的损耗很大,则
很容易实现中心模的单频运转.

图３ 双折射滤波器的透射率曲线.(a)透射率随角度θ２ 的变化;(b)透射率随波长λ的变化

Fig敭３ Transmittancecurvesofbirefringencefilter敭 a Transmittanceversusθ２  b transmittanceversusλ

４　实验结果分析

４．１　基频光谱特性

为了研究由楔形 Nd∶YVO４激光晶体和 KTP
晶体构成的双折射滤波器的选频作用,实验中首先

测量了谐振腔中未放入 KTP晶体时,即没有构成

滤波器之前,在不同泵浦功率水平下,腔内基频振荡

的光谱图,如图４所示(Δλinter表示振荡模频差).

Nd∶YVO４激光晶体的 受 激 发 射 中 心 波 长λ０＝
１０６４．８nm,光谱范围为１０６４．５~１０６５．２nm,每个尖

峰的半峰全宽约为０．０２５nm,估计纵模间隔Δλs＝
０．０１７６nm(４．８４GHz).在泵浦功率为１W 时,中
心模λ０ 起振后,大约在距其０．１７６nm和０．１４２nm
波长处,才会有纵模起振.在泵浦功率为２W时,主
要有４个纵模起振,波长差从左至右依次为０．１１２,

０．１７６,０．１７６nm.通过对双折射滤波器进行理论

分析后可知,振荡模之间的大频差间隔有利于滤波

器选频.此外,泵浦功率为２W 时,在两个光谱峰

之间,会有邻近的次纵模起振,但强度很弱,不会影

响滤波器选频.

图４ 在放入KTP前,不同泵浦功率下谐振腔内的基频光谱图

Fig敭４ OutputspectraoffundamentalmodesinresonatorwithoutKTPunderdifferentpumppower

４．２　滤波特性比较

在谐振腔中放入不同长度的 KTP晶体,调节

基频光在KTP晶体中的入射角度,观察到的透射

光谱如图５所示.因为实际实验中无法定量基频

光在KTP晶体中的入射角度,即无法给出光谱与

KTP晶体调谐角度一一对应的关系图,所以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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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给出了将 KTP晶体放入谐振腔后观察到的实

验现象.将KTP晶体调整到适当角度θ２ 时,会出

现如图５(a)、(c)、(e)所示的光谱输出,且此时输

出功率最大.因为光谱仪(MS９７４０A)的最小分

辨率为０．０３nm(８．２４GHz),谐振腔中放入 KTP
晶体前纵模间隔为０．０１７６nm(４．８４GHz),从光谱

图[５(a)、(c)、(e)]上测得光谱的半峰全宽均约为

０．０２５nm(６．８７GHz),所以为了更加准确地测量

谐振 腔 中 纵 模 的 个 数,采 用 自 由 光 谱 范 围 为

１０GHz、分辨率为６７MHz的FabryＧPerot扫描干

涉仪精细测量激光光谱.结果显示,当激光光谱

监测到的输出为图５(a)、(c)、(e)时,FabryＧPerot
扫描干涉仪(ThorlabsSA２１０Ｇ５B)记录的激光为单

纵模.图６为将５mm 长的 KTP放入谐振腔中

后,FabryＧPerot扫描干涉仪记录的绿光单纵模频

谱图.调整KTP晶体偏离适当角度时,会观察到

图５(b)、(d)、(f)所示的光谱现象,可测量出４．４,

５,７mm长的KTP晶体对应的自由光谱范围分别

为１．３５６,１．０９２,０．７９２nm,均 分 别 小 于 理 论 值

１．４４１７,１．２６８７,０．９０６２nm.该误差一方面是由

KTP晶体的调谐角度导致的,另一方面是由 KTP
晶体不精确的长度导致的.尤其对于５mm长的

KTP,其实测长度约为５．３mm.尽管在放入KTP
前,基频光谱范围为１０６４．５~１０６５．２nm,但如果

滤波器对此光谱范围内的纵模损耗太大,就会使

远离此范围且处于滤波器透射峰处的纵模,即边

模,获得足够的上能级反转粒子数,从而开始振

荡,但此时绿光输出光功率很小.

图５ 不同长度的KTP构成的双折射滤波器的选频特性

Fig敭５ ElectingＧfrequencycharacteristicsofbirefringencefilterwithdifferentlengthsofKTP

图６ FabryＧPerot干涉仪测量的激光单纵模频谱图

Fig敭６ OutputspectrumofSLMoperationmeasuredby
FabryＧPerotscanninginterferometer

４．３　单频输出功率

如图７所示,当泵浦功率相同时,KTP晶体长

度越长,５３２nm倍频功率就越高,４．４mm和５mm
长的 KTP在整个泵浦范围内都为单纵模输出,最

图７ 单纵模输出功率随泵浦功率的变化

Fig敭７ SLMoutputpowerversuspumppower

大单纵模输出功率分别为９０mW 和１２０mW.但

对于７mm长的KTP,其最大单频功率为１０４mW,
这是因为当泵浦功率升高至１．８W 时,腔内基频光

输出光谱呈现类似图５(f)中的双峰结构.原因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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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７mm长KTP的自由光谱范围为０．７９２nm,稍
小于Nd∶YVO４激光晶体的增益线宽(０．９nm),在
泵浦功率较小时,因为腔内纵模数少,可以滤波,但
随着功率增大,边模获得的增益也就增大,处于滤波

透射峰位置的边模很容易就开始振荡.在确保激光

单纵模运转的前提下,考虑到晶体的倍频效率,长度

为５mm 的KTP是最优选择.因此在泵浦功率约

为２W,KTP晶体为５mm的条件下,进一步测量

激光器单频运转对温度的敏感性,实验结果如图８
所示.首先,在谐振腔温度为１７．０℃时,调整基频

光在KTP晶体中的入射角度,获得单纵模激光.
然后,在１７．０℃附近改变谐振腔温度,发现降低

０．４０℃和升高４．４９℃时滤波器仍能保持单纵模振

荡,但超过这个范围后就容易出现双波长输出,因此

可确定激光单频运转范围ΔT＝４．８９℃.再次在谐

振腔温度为２２．５℃和２８．０℃时,重复之前的过程,
分别测得激光单频运转范围ΔT＝４．９２℃和ΔT＝
４．５５℃.选用５mm长的 KTP,设定温度为２０℃
时,温度变化±２℃时,滤波器透射谱的变化如图９
所示.从图９可以看出:随着温度降低,双折射滤波

器的透射谱向短波方向移动(蓝移).结合图４(a)
中基频光谱不对称的特点可知:透射谱的蓝移会使

中心模旁两个边模的损耗都降低,中心模损耗增大,
滤波器中易出现多纵模振荡;随着温度升高,双折射

滤波器的透射谱向长波方向移动(红移),只要保持

中心模的净增益大于边模的净增益,激光器就可以

一直处于单纵模运转.而温度偏离调试温度越远,
腔内损耗就越大,从而功率就越低.以上所述是单

纵模运转温度和输出功率不对称的原因.

图８ 单频运转温度特性

Fig敭８ Temperaturecharacteristicof
singleＧfrequencyoperation

５　结　　论

本文研究了LD泵浦的楔形 Nd∶YVO４/KTP

图９ 温度变化ΔT 对５mm长KTP构成的

双折射滤波器透射谱的影响

Fig敭９ InfluenceoftemperaturechangeΔTontransmittance
ofbirefringentfilterwitha５ＧmmＧlongKTP

激光器的单频性能,除了将楔形Nd∶YVO４和KTP
用作激光晶体和倍频晶体外,又将它们组合成了双

折射滤波器.通过调节基频光在KTP中的入射角

度以及KTP的温度,获得了１００mW 以上稳定的

单频绿光输出,且激光单频运转对温度不敏感.通

过实验比较不同长度的KTP对单频绿光输出的影

响,发现在泵浦功率较大时,５mm长的 KTP是最

佳选择.这种基于楔形Nd∶YVO４/KTP双折射滤

波的选频方法,不仅减少了激光谐振腔中光学元件

的数量,而且构成的滤波器简单易调节,为单频绿光

激光器提供了一种新的设计思路.后期将通过优化

V型腔腔长和输出镜参数进一步提高单频输出

功率.

参 考 文 献

 １ 　ZhangJ LeiHX WangSK etal敭AllＧsolidＧstate
singleＧfrequency and intracavityＧfrequencyＧdoubled
Nd∶YVO４laserwithfoldＧcavity J 敭ChineseJournal
ofLasers ２００１ ２８ １１  ９７１Ｇ９７３敭

　　　张靖 雷宏香 王少凯 等敭可调谐全固化折叠腔单

频倍频Nd∶YVO４激光器 J 敭中国激光 ２００１ ２８
 １１  ９７１Ｇ９７３敭

 ２ 　LuHD SuJ ZhengYH etal敭Physicalconditions
ofsingleＧlongitudinalＧmodeoperationforhighＧpower
allＧsolidＧstatelasers J 敭OpticsLetters ２０１４ ３９
 ５  １１１７Ｇ１１２０敭

 ３ 　RadnatarovD KobtsevS KhripunovS etal敭２４０Ｇ
GHzcontinuouslyfrequencyＧtuneable Nd∶YVO４ 
LBOlaserwithtwointraＧcavitylockedetalons J 敭
OpticsExpress ２０１５ ２３ ２１  ２７３２２Ｇ２７３２７敭

 ４ 　JinTF ReinhardF KeckeR敭DiodeＧpumpedsingleＧ
frequencycoupledcavityNd∶YVO４laserat５３２Ｇnm
wavelength J 敭ProceedingsofSPIE １９９９ ３６１３ 
１６Ｇ２２敭

０３０１０１１Ｇ６



中　　　国　　　激　　　光

 ５ 　ZhengQ TanH M ZhaoL敭StudyofLDＧpumped
YVO４ KTPsingleＧfrequencygreenlaser J 敭Laser
&Infrared ２００１ ３１ ４  ２０８Ｇ２０９敭

　　　郑权 檀慧明 赵岭敭LD泵浦全固体单频 YVO４ 
KTP绿光激光器研究 J 敭激光与红外 ２００１ ３１
 ４  ２０８Ｇ２０９敭

 ６ 　ZhouC YeZQ ZhengQ etal敭DiodeＧpumped
singleＧfrequency Nd∶ YVO４ green laser J 敭
SemiconductorOptoelectronics ２００２ ２３ ４  ２５０Ｇ
２５２敭

　　　周城 叶子青 郑权 等敭LD泵浦单频Nd∶YVO４绿
光激光器 J 敭半导体光电 ２００２ ２３ ４  ２５０Ｇ２５２敭

 ７ 　WangJY ZhengQ XueQH etal敭１敭１２WsingleＧ
frequency greenlaser adopting birefringentfilter
technique J 敭ActaPhotonicaSinica ２００５ ３４ ３  
３２１Ｇ３２４敭

　　　王军营 郑权 薛庆华 等敭利用双折射滤光片技术

获得瓦级单频绿光输出 J 敭光子学报 ２００５ ３４
 ３  ３２１Ｇ３２４敭

 ８ 　GeorgeJ AgnihotriVK RanganathanK etal敭A
study of KTP temperature on efficient SLM
generationin diode pumpedintracavityfrequency
doubledNd∶YVO４ KTPgreenlaser C OL 敭 S敭l敭 
s敭n敭   ２０１９Ｇ０９Ｇ２１ 敭https ∥www敭researchgate敭
net publication ２３０５６３５６６敭

 ９ 　FrielGJ KempAJ LakeTK etal敭Compactand
efficientNd∶YVO４laserthatgeneratesatunable
singleＧfrequencygreenoutput J 敭AppliedOptics 
２０００ ３９ ２４  ４３３３Ｇ４３３７敭

 １０ 　LiRN LaiYJ MaXT敭SingleＧfrequencygreen
laserproducedbydiodeＧpumped Nd∶YVO４laser
frequencydoubling with KTP J 敭Acta Physica
Sinica ２００２ ５１ ８  １７３６Ｇ１７３８敭

　　　李瑞宁 来 引 娟 马 小 涛敭激 光 二 极 管 抽 运 Nd∶
YVO４和KTP倍频产生单频绿光激发器 J 敭物理学

报 ２００２ ５１ ８  １７３６Ｇ１７３８敭
 １１ 　SotorJZ DudzikG AntonczakAJ etal敭SingleＧ

longitudinalmode monolithic greensolidＧstatelaser
 J 敭AppliedPhysicsB ２０１１ １０３ １  ６７Ｇ７４敭

 １２ 　SotorJ Z Dudzik G Abramski K M敭Single

frequency monolithicNd∶YVO４ YVO４ KTPdiode
pumpedsolidstatelaseroptimizationbyparasitic
oscillationselimination J 敭OpticsCommunications 
２０１３ ２９１ ２７９Ｇ２８４敭

 １３ 　DudzikG SotorJ Krzempek K etal敭SingleＧ
frequency fullyintegrated miniature DPSSlaser
basedon monolithicresonator J 敭Proceedingsof
SPIE ２０１４ ８９５９ ８９５９１F敭

 １４ 　FanTY敭SingleＧaxialmode intracavitydoubledNd∶
YAG laser J 敭 IEEE Journal of Quantum
Electronics １９９１ ２７ ９  ２０９１Ｇ２０９３敭

 １５ 　SuzukiK ShimomuraK EdaA etal敭LowＧnoise
diodeＧpumped intracavityＧdoubled laser with offＧ
axiallycutNd∶YVO４ J 敭OpticsLetters １９９４ １９
 ２０  １６２４Ｇ１６２６敭

 １６ 　ZhangY K Chen M PangQS etal敭Studyof
electroＧopticQＧswitched Nd∶YVO４ laser witha
wedgeangle J 敭ChineseJournalofLasers ２０１０ ３７
 １０  ２４５６Ｇ２４５９敭

　　　张赟珅 陈檬 庞庆生 等敭楔角 Nd∶YVO４晶体电

光调Q 激光器性能研究 J 敭中国激光 ２０１０ ３７
 １０  ２４５６Ｇ２４５９敭

 １７ 　ZhengY LiF WangY etal敭HighＧstabilitysingleＧ
frequencygreenlaserwithawedgeNd∶YVO４asa
polarizingbeamsplitter J 敭OpticsCommunications 
２０１０ ２８３ ２  ３０９Ｇ３１２敭

 １８ 　LiangHC WuTW TsouCH etal敭HighＧpower
selfＧmodeＧlockedNd∶YVO４laseratwavelengthof
１３４２nmwithsimultaneouslyorthogonalpolarizations
 C ∥AdvancedSolidStateLasers October４Ｇ９ 
２０１５ Berlin Germany敭Washington D敭C敭 OSA 
２０１５ ATh２A敭４２敭

 １９ 　BornM WolfE敭Principlesofoptics M 敭７thed敭
 S敭l敭  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 ２００５ ８２４Ｇ
８２７敭

 ２０ 　YaoJQ XuDG敭Allsolidstatelaserandnonlinear
opticalfrequencyconversiontechnology M 敭Beijing 
SciencePress ２００７ ６１０Ｇ６２０敭

　　　姚建铨 徐德刚敭全固态激光及非线性光学频率变换

技术 M 敭北京 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 ６１０Ｇ６２０敭

０３０１０１１Ｇ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