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连续波气体激光器是一台用直流激励的光源，它提供一个强的、偏振的准直光束，波长

是 6 ， 328 埃。该气体激光器由氮一氛等离子体管和两块石英镜组成，石英镜分别安装在共轴圆

筒外壳的两端面上。这个等离子体管包括阴极、阳极和 2 毫米的毛细管。放电通过毛细管发

生。布儒斯特角窗装在毛细管的两端，以便最大限度地降低透过损耗，并产生线偏振光束。

两块端面镜镀膜，使之有最佳的光学性能。调整这两块镜子，使输出准直到衍射极限。

这台激光器的输出功率为1. 5 毫瓦，从对人眼的危害来看，这比红宝石激光器安全得多。

通过一片相匹配的四分之一波长片之后，光束(直径 2 毫米)是圆偏振的。为了摄得宽阔

截面上的应力图样，激光管以固定的速度平行于照相机的屏移动，这样，模型的截面相继被光

束照明。或者，以损失光强为代价，采用透镜和窄狭缝的组合时，就能获得一薄的片状光束。

译自 Product Engng , 1966 , 37 , N! 12 , 47-48 

塞曼激光干涉仪

激光器，由于具有极为狭窄的线宽，很适宜做各种干涉仪的光掘[1.2)。使干涉仪的一支臂

中的光束从可动目标上反射或散射，然后与没有频移的光束重新复合，则使用适当的探测器，

就能直接观察到多普勒移动。运用这种零拍探测方式的速度计己用来测量液流的速度[句，

或测量不可能直接进行测量的物体的速度。外差装置也有报导，在这种装置中，参考臂的调

制是利用从声波上的布喇格反射性]，或利用在电光物质中的频率变换来完成的。

我们建立并运转了一台根据塞曼激光器 [5-7)构成的外差干涉仪，尽管在参考文献 5 、 6 和

7 中分析的(从理论和实验上)是单模塞曼激光器，但其结果对于本文所述的实验中的双模激

光器仍然适用 。 对于没有偏振抑制的双模激光器，施加轴向磁场 H"，"" Cj4gv1L ， 在下面的谐

振腔获得右圆偏振振荡，频率为叫，在上面的谐振腔获得左圆偏振振荡，频率为勺p 其中 C

是光速 ， g 是回转磁比率， v1 是拉莫尔频率，而 L 是激光器长度。由于两种振荡受到均等的

激光器热漂移或机械振动的影响，因此它们的频率差极为稳寇。由于偏振正交的缘故，这两

种模很容易分开，因而就可以作为多普勒系统中的信号频率和参考频率源，或者作为光学外

差系统中的信号源和本机振荡源。

在我们的实验中使用的塞曼干涉仪示于图

1。在这种情况下， L "，"，， 73 厘米， η-vl~205 兆赫，

激光波长 λ=0.633 微米。绕制过头的螺旋管伸出

了气体放电管之外， 它产生一均匀性高于 0.1%

的磁场。激光器的两面反射镜由石英管隔开，除

此之外，并没有打算在热或者机械方面稳定激光

器。长度调整由电致伸缩转换器完成。用扫描干

涉仪来稳定波型的数目和偏振情况，并保证不出

现离轴波型。获取数据时，扫描干涉仪就受到阻

塞。

图 1 塞曼干涉仪示意图。 四分之一波片将

左旋因偏振波变换成 GO 线偏振波 ， 将 右 旋

圆偏振波变换成 90。 线偏振波。经光束分裂

镜复合之后 ， 这两歹IJ波再经 45 0 分析器共同

发生偏振 ， 然后由光电倍增管探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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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研究 7102 和 1P21 光电倍增管的拍频，用带有改装过的 SA-3 频谱扫调指示显示器

的 Nems一Clarke 1502A 接收器作为频谱分析仪。 1502 A 接收器的前置探测带宽约为 500 千

赫，而改装过的 SA-3 显示器的分辨率近于 3 千赫。具有小相位调制指数的信号的研究，运

用了两种调幅接收器 (Hallicrafter SX-62-A 和 Collins5 lJ-4) 所采用的可变带宽。这两种接

收器稍为失调，以便斜率探测相位调制讯号。

用塞曼干涉仪进行初步实验所获得的某些结果示于图 2 至图 4 。图 2 示出了在塞曼干涉

图 2 频i普分析仪输出的示波器显示。 顶部踪
迹表示当输入为 v，-v1 =205 兆赫 (没有多普
朝j效应存在) 时 ， 改装过的 SA-3 频谱分析仪
的 3 千赫的fff 宽。第二个踪迹是当干涉仪的任
一支臂阻塞时得到的同样的显示。第三个踪迹
是当干涉仪的一面反射镜 。2 臂) 作 10 千赫的
正弦式位移时得到的分辨谐。将调 f!JU 振幅加以
调节 ， 以产生第一个零载波。

图 3 摆引起的多普勒移动。 正负多普勒频
移由频谱分析仪的尖峰的水平位置来表示 ，
相继各踪迹之间的时间间隔为 1/6 秒。水平
标尺是 :!:500 干赫 (士 16 厘米 l秒) ， 中心的
尖峰是零多普朝J效应的标志 ， 它是转动干涉
仪内的一面起偏振器得到的， 因此 ， 几-v，
信号出现在光电倍增管中。

图 4 由两个不同的镜面运动产生的相位调
制。第一对踪迹是转换器上的电压 (位移士 1
微米 ， 60 赫) ， 和用 Hallicrafter 型 SX-62
-A 接收器斜率探测到的频移。第二对踪迹
是转换器上的电压 (位移 10 毫微米， 1200 
赫) 和用 Collins 5 1]-4 接收器斜率探测到
的相应的频率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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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的各种条件下，频谱分析仪的结果。顶部的踪迹示

出了在干涉仪的两支臂都不运动时的 205 千赫的信

号，第二个踪迹是在干涉仪的一支臂阻塞时得到的。

(如果最后一个分析器从450 调到 0。 或900，其结果是

相同的。) 第三个踪迹示出在干涉仪的 η 臂的转换器

上施加 10 千赫的正弦电压时获得的信号。合成的各

边带从中心频率 205 兆赫数起相距为 10 千赫地分布

着 。

为了取得图 3 的数据，用准直过的望远镜带有立

方棱镜反射镜的摆来作动镜。摆以幅值为 8 厘米 /秒

的速度运动，引起的多普勒移动接近士250 千赫。更

高的速度也观察到了，只有光电探测器的响应或接收 亏

器带宽引起的一些限制才会限制可观察的速度。两种

比较小的运动示于图 4 。第一对信号是加于转换器上

的三角形电压和当转换器在 1 / 120 秒内移动约土 1 微

米时的斜率探测信号。 第二对信号是频率为 1200 赫

的正弦变化电压信号(相当于位移为 10 毫微米)和所



得到的斜率探测信号。值得指出，斜率探测信号是目标运动速度的度量，因而就是位移信号

的导数。

光学外差系统比之零拍系统有几个优点(1)正负多普勒频移都能得到，而不是频移的

绝对值 (2 )在低频探测器的噪声区域之上，信号能放大 J (3 aR别干扰的背景光于是可能

的。由于塞曼激光干涉仪结构简单，比之其他的外差系统，还具有一些优点。用在这里的激

光器工作于低功率状态(每种波型 50 微瓦) ，因此只有两种波型出现。更强的功率可以获

得，其办法是以较强线(如 3.39 微米 He-Ne 线)的两种波型工作，或进行多波型激光器的

内相位祸合 [8.9] 。

参考文献(略)

译自 Dahlgllist J. A.) Peterson D. G.) C lI lshaw W; Aρ，pl. Phys. Lett. , 1966 , 9 , N!! 5, 181一183

用全光照相诊视内部器官

用超声振动调制激光束，使在全光图中再现超声信号，便能产生内部器官的可见结构

图。单独使用超声技术诊视内部结构虽能提供一些独特的优点，但分析回波信号往往很困

难。回波信号在示波器上产生，但不十分清楚，而且是平面的。用回波信号调制激光束构成

全光图，便能得到内部器官的较好的结构图。若用于工业，便能探出固态材料的内部结构。

这项建议是在美帝最近召开的一次生物医学工程会议上提出的。

译自 LaserLett. ， 1966 , 3, N!!10 , 4 

以激光启动的硅开关效率提高十倍

美帝西屋公司研制了一种新型装置，这种装置将激光器作为电力回路整流装置的心脏部

分，起着以光线启动开关的作用，具有将交流变为直流、变换交流频率、满负荷回路的开关

作用等各种机能。和以往的硅控制整流器比较，可得到十倍以上的效率。

这种新型装置名叫光驱动硅开关， 电力回路开关作用的启动时间仅为专微秒。而且它还

可以消除以往硅控制整流器的缺点，即因电流的初期脉冲峰值而引起的损坏以及同时对多数

的开关给予起动的困难等。

据该公司报导，新装置产生的初始电流，每 1 微秒至少达到 400 安培，和以往的硅控制

整流器比较，具有 10 倍以上的效率。而且，现阶段的试制装置流过直流 40 安倍，耐压 600

伏以上。以往由光启动的开关都是低功率输出的，而且如果和流过仅为 1 安培的开关比较，

也是显著的进步。新装置能成功地开关那样大的电流，是由于利用了纤维光学之故。一个输

入端具有许多的输出端，所以它能同时开关大约一百个开关群。作为这种新型装置心脏部分

的激光器是针头型的嫁碑半导体，发射红外光束。光束沿着直径约为铅笔一半的弯曲纤维管，

向开关传递光脉冲。开关的构造由四片薄硅片重迭而戚，其最上层构成阴极。此时如果给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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