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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光激射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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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参爱女玻璃光决射器在9180埃处工3作

R.D. 毛雷尔

三价敛离子的光激射器首先用CaW04作基贸 UJ ，而后用玻璃{纠作基寰。随后带多晶体

和玻璃都掺以NdS+离子。所有这些光激射器都是利用4Fs/2一-4111/2的跃迁来产生大的在

10600埃处的光振蔼。这里叙边一种在9180埃处的NdS十玻璃光激射器的振蔼光的工作，它是利

用晶体塌分量4Fs/2态和基态419/2之固的l跃迁而工作的。

本文所研究的基霄玻璃按重量百分比为71% 8i02' 15 .，面 Na20 ， 12% CaO , 1 % AhO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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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1.重量百分比3.1%的侬玻璃的吸仪光藉。实
铺在300 0K虚筒，在80 0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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圃 2. 氧化做重量为6%玻璃的相对费光分布，

实越300 0K，虚能80 0K，分辨率为 20挨

1 % 8b20S' 其密度为 2.56克/厘米3。在保持基赁氧化物的百分比不变的情亮下已程加λ了

不同百分比的Ndl!OSo 圃 1 表示波长9000块附近温度接近 800K和300 0K 的吸收光藉 (8) 。

这个吸收相应于从41&/2到4FS/2 能极的跃迁。圄 2 是醒过自吸收和仪器响应搜正后的在温度

80 0K和300 0K时的相对荧光强度·在室温下出现8970块和8680埃两个弱樊光带，这二个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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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在低温时并不出琪。然而荧光的主要的特点是在8860埃处和在9170埃处有两个特别明显的

带.

圃 3 表示所建慧的能翻圃，这里考

虑到了玻璃的接宽峰植光藉特性的主要

情壳。假鼓每一个峰包含有几个未分开

的晶体塌能艇MJo 首先言要我阳来考虑

光吸收。在室温时最大的吸收出理在从

419/2 (1)能跟到两个 4Fs/ 2 能极的跃

迁上，于是得到两个峰。此外，某些初态
为4- 19/2(2)能极的吸收是跋弱的，因为

只有大的14%的原子处在这一肤态。主

吸收峰在80 0K时较在300 0K时要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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圃8. 建截用于解释焚光和吸收的能极圃

些;这是从能极圄中可以预期的。然而，无前如何都混察不到在长波的吸收，因为处在

419/2 (2)能极的离子只有的 10-S。两个4Fs/2能极的能量是由两个主吸收峰来决定的。其灰

蘸我伺来考虑荧光。两个主峰发生在从4Fs/2能极到两个也19/2能极的跃迂上。寿命对在激发

态达到热平衡而言是足够聋的，因而在300 ClK时的有30J面被激~离子占据4Fs/ 2 (2)能板。在

低温下F 两个弱的吸收峰消失了，因为4Fr./必2)能极实际上是空的。这里存在着一个未被解

释过的荧光与吸收峰之阔的很步的技长差，因此419/2 ( 2 )能板的能量可由两个主樊光峰

的分裂亲在得。

能报国提供了在低温下利用4F2/S(1)-一吁。/2(2)跃迁的光受激发射作用的可能性。这

样的振蔼已在 5 厘米长的两端面涂介赁膜的棒肤样品中得到了，其波长为1. 06微米，其一端

面透过牢对0.92微米和1. 06微米分别<1%和>6%，对另一端相应为<2%租>80J面。在

80 0K时从示波图形的典型输出峰的出理得出国植为700焦耳y 所用的是由安放在用氮气流循

环沌却的杜立瓶中的样品粗成的EG型和G型光激射器。在相应的实黯条件下F 对1. 06微米的

振蕃国值应该为 100 焦耳的数量极。室温下，用 1100焦耳的辙λ仍未接收到光受激发射。在

高于闺惶 5%的辙λ能时，光受激民射占据以9180埃为中心的的80埃宽的光藉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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