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得不多。实际上，巨脉冲的持续时间没有变化，而最主要的是在长时间的试验中水银表面

始终没有变化。在图 2 中引入了用水银反射镜作为反射器所.获得的单脉冲，它的持续时间和

形状，实际上与第二个反射器为多层镀膜时所获得的没有什么区别。

因此，虽然它的反射系数比较小(红宝石辐射区域内为 70%) ，而且有较显著的吸收，但

是，液态水银反射镜仍可以用来做激光器的反射器。在类似的反射镜中，水银可以由那种在

可见光谱区反射系数为 100%的碱金属来代替。当在获得兆瓦和千兆瓦脉冲时，这种液态金

属反射镜尤其能显现其特殊价值。此外，这种反射镜还可以应用在直接研究开启表面激光辐

射作用的实验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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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激光器红外辐射的磁光调制

在 Y3Fe5Û12 单晶中，对法拉第效应的一系列研究工作表明， 在吸收不大的时候，铁氧

体一石榴石在 1 至 8 微米的范围内具有很大的偏振面的旋转率山 。 由于红外波段激光技术的

飞跃发展，人们对于用脉冲磁场或快速变换磁场中的法拉第效应来进行红外辐射的磁光调制

很感兴趣。那类调制既可用来变换红外辐射的强度，也可用来对在上述波段中工作的激光器

进行 Q 调制。

在实验中，应用 3.39 微米的 He-Ne 混合气体激光器作为红外辐射源。 用 GaSb 光电二

极管作为辐射接收元件。 Y3Fe5Û12 单晶样品厚 0.18 厘米，它能透过藩在其上的辐射的一半，

纪铁石榴石单晶置于直径为1.2 厘米的、 15 匪的线圈中。为了获得磁场，采用了类似于获

得超强度磁场的方法[210 将容量为 0.1~0.004 微法的电容器组充电至 1 及 4 千伏，其放电电

流穿过线圈。在线圈中获得 2 ，000 奥的磁场，这是样品的磁化达到饱和所必不可少的。电容

器以 2.5 及 0.5 微秒的振荡周期，通过线圈周期性地充电。所获得的 Y3FesÛ12 的最小磁化

时间为 0.125 微秒，这不是极限值，因为在室温时 Y3Fe5Û12 的磁弛豫时间在1O-7~1O-9 秒

的时间内。将检偏器旋转到与气体激光器辐射偏振面成 450 角，同时使电流通过磁化线圈 ，

在示波器的屏幕上观察到相应于 40%左右的辐射强度的调制。 偏振面的相应偏转度为 220 。

这二个数据与法拉第效应统计研究的结果是吻合

的 [3] 。在频率为 5 兆赫的时候我们也观察到了红

外辐射的调制，但是，为了在这一频率以及更高

的频率上获得这种现象，必须要用具有功率放大

器的短脉冲发电机来供电， 靠这样小容量的电容

器放电穿过磁化线圈来获得这种现象是不行的。

图 I 示出了当激光辐射通过附有同辐射偏振面成 t

45。 偏转角的检偏器的装置时的激光辐射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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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附有同激光辐射偏振面成 45。偏转角
的检偏器的 YaFe，，012J 被频率为 2 兆赫的磁
场反复磁化， 图中示出了反复磁化时 ， 红外

辐射强度变化的波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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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当交变磁场增大时在波形图的极限点上出现了平坦的部分，这是与铁磁体达到磁饱和有

联系的。在 3.39 微米波长上实现的这种磁光调制，在单晶的整个透明度范围内(也就是

直至 8 微米〉都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实现，实际上用调制的不变系数与基于利用电光效应的调

制器有所不同削。磁光调制与电光调制之间的区别在于单晶的取向相对于光的传播方向是不

重要的 。 上述的方法可以用来研究强脉冲磁场中的铁磁体磁亚晶格的动力学及铁磁体张弛

过程。吸收系数为 0.03 厘米-1[5]极高透明度的 YaFC50j2 单晶，在光学均匀时，可用来研究

1~8 微米波长范围内的磁光调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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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红外探测器

美帝山塔·巴巴拉研究中心制成一种掺错的、响应时间为 2.2 毫微秒的高速红外探测

器。 目前用于测量 CO2 激光器，特别是 10.6 微米的波长。其冷却方式有用热散的，也有用

金属杜瓦瓶的。由于他们除用铜、录或金之外，还用其他杂质来补偿这种掺错晶体，因此响

应时间大大提高，而其探测灵敏度几乎或完全不受损失。掺铜探测器的工作温度为 4.20K ，

掺录探测器为 4.20K，掺金为 77"K。

摘译自 ElectrDn. Ne邸， 1966 ， 11 ，随 558 ， 72 

串联使用闪光管缩小了激光器的体积

采用一种新设计之后，红宝石激光器的重量、体积和成本都有所降低。该种设计采用一

种不平常的系统，即串联的闪光管和低成本的腔。

红宝石激光系统的主要部件是电容箱、包含有红宝石晶体的腔以及 1 根或多根闪光管。

迄今，闪光管(在高能系统中 1 根闪光管不敷用)都是并联的。据估计，采用串联连结时，

盯 闪光管之间的电阻差会带来麻烦，即电阻高的闪光管很快就会烧坏，将整套闪光管的电流切

断。而且，各闪光管必须同时闪光，这在采用串联连结时，未必可能。

并联连结的最大障碍是，全部电压都加在每一根闪光管上。由于该种装置对高电压很灵

敏，故必须保持低电压，因而需要大电容。电容箱占据了激光器的主要部分。从大小上来看，

电容箱就是激光器。装置的其余部分所占的空间微不足道。

如果闪光管能串联连结，激光器就能作得更小。分布在闪光管之间的电压可以高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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