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激光与光电子学进展
４９，０５１９０１（２０１２） 犔犪狊犲狉牔犗狆狋狅犲犾犲犮狋狉狅狀犻犮狊犘狉狅犵狉犲狊狊 ○Ｃ２０１２《中国激光》杂志社

基于主动 被动法对电光双稳态系统的混沌
控制和同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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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将主动 被动同步法改进后，用于对长延迟状态下电光双稳态系统进行混沌控制和同步研究，分别采用单向

驱动方法和驱动 耦合方法研究电光双稳态系统的混沌控制和同步。数值模拟表明，在适当参数条件下应用单向

驱动方法，驱动系统可以将响应系统控制到各周期状态，且驱动系统的状态决定了响应系统的状态；适当选取耦合

系数和驱动强度，两种方案都可以实现驱动系统与响应系统之间的混沌同步。从同步效果上来看，驱动 耦合方法

所需耦合系数更小，可控的耦合系数范围比较广，同步效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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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光学双稳态可分为全光学型双稳态和混合型光学双稳态［１］。电光双稳态就是一种典型的混合型光学双稳

态，１９８１年，Ｇｉｂｂｓ等
［２］在实验上观测到电光学双稳态系统混沌。１９８３年，Ｇａｏ等

［３］对电光双稳态系统的动力学

特性进行了研究。由于该系统结构简单，在实验上易于实现，为混沌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验平台。到目前为

止，大量能够产生电光双稳态现象的系统被提出［４，５］，且通过调节输入光强对电光双稳态系统稳定性、分岔点和

Ｌｙａｐｕｎｏｖ指数等特性的研究也较为广泛
［３，６～９］。牛永迪等［１０］采用并联单向驱动方案对该系统的混沌控制和同

步进行了研究。常见的系统混沌控制的方法有很多，如外周期激励控制法［１１］、正弦调制法［１２］、变量旋转法［１３］、

间隙反馈控制法［１４］、延迟反馈法［１５］和耦合反馈法［１６］等。本文基于主动 被动同步法的思想，分别采用了单向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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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方法和驱动 耦合方法对电光双稳态系统的混沌控制和同步进行了研究，数值模拟的结果证明，采用单向驱

动方法，在适当参数条件下，驱动系统可以将响应系统控制到各周期状态，也能实现驱动系统和响应系统混沌

同步；适当选取耦合系数和驱动强度，驱动 耦合方法能够实现两个响应系统之间的混沌同步。从同步效果上

来看，驱动 耦合方法所需耦合系数更小，可控的耦合系数范围比较广，同步效果更好。

２　电光双稳态系统的混沌

电光双稳态系统的动力学方程表示形式如下［３，６～９］：

ｄ狓
ｄ狋
＋狓（狋）＝犐｛１－犽ｃｏｓ［狓（狋－τｄ）＋θ］｝／２， （１）

式中犐为系统的输入光强，狓（狋）是系统的输出光强经过光电转换、放大后反馈到系统上的电压，τｄ 是反馈回

路中的有效延迟时间，犽是消光系数，θ是与系统偏置电压相对应的量。

本文以长延迟情况下由系统参数引发的混沌为研究对象，在长延迟状态下，系统的时间演化方程（１）式

可近似表示成一维迭代方程

狓狀＋１ ＝犐［１－犽ｃｏｓ（狓狀＋θ）］／２， （２）

式中狀代表系统的迭代次数，入射光强犐是系统的分岔参数（无量纲）。

对（２）式所描述的系统，取参数犽＝０．８，θ＝π，以犐作为系统的可调参数，可得到系统随参数犐演化的分

岔图，如图１（ａ）所示。为进一步明确系统各点处的状态，画出系统最大Ｌｙａｐｕｎｏｖ指数随参数犐演化的情

况，如图１（ｂ）所示。由Ｌｙａｐｕｎｏｖ指数的定义可知，Ｌｙａｐｕｎｏｖ指数小于零时系统处于周期状态，Ｌｙａｐｕｎｏｖ

指数等于零时对应系统分岔点，Ｌｙａｐｕｎｏｖ指数大于零时系统处于混沌状态。当系统在输入光强满足１＜

犐＜２．５５时，系统处于周期一状态，系统最大Ｌｙａｐｕｎｏｖ指数小于零；在犐＝２．５５处，Ｌｙａｐｕｎｏｖ指数等于零，

分岔图中系统由一周期分岔至二周期状态；当２．５５＜犐＜４．５６时，系统处于周期二状态，系统最大Ｌｙａｐｕｎｏｖ

指数小于零；在犐＝４．５６处，Ｌｙａｐｕｎｏｖ指数等于零，系统由二周期分岔至四周期状态；当４．５６＜犐＜４．８时，

系统处于周期四状态，系统最大Ｌｙａｐｕｎｏｖ指数小于零；在犐＝４．８处，Ｌｙａｐｕｎｏｖ指数等于零，系统由四周期

分岔至八周期状态。在５．７＜犐＜５．９时，Ｌｙａｐｕｎｏｖ指数再次出现小于等于零的情况，即系统会出现周期状

态，此时分岔图内出现三周期窗口；在犐＝５．８附近，系统由三周期分岔至六周期，对应Ｌｙａｐｕｎｏｖ指数等于

零。结合我们已有的研究［９］，在犐＜５．８附近的混沌是由阵发混沌和倍周期分岔共同作用的结果。随着入射

光强犐的增加，系统分别经历由周期一、周期二、周期四、周期八后跳至混沌态，通过倍周期分岔过程进入混

沌，并且在混沌区域内犐＝５．８附近出现了周期三窗口，验证了Ｌｉ等
［７］提出的周期三意味着混沌的理论。两

幅图完全吻合，明确了不同输入光强下系统所处的状态以及系统演化分岔点对应的输入光强。

图１ （ａ）电光双稳态系统的分岔图；（ｂ）电光双稳态系统的最大Ｌｙａｐｕｎｏｖ指数图

Ｆｉｇ．１ （ａ）Ｂｉｆｕｒｃａｔｉｏｎ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ｏｐｔｉｃａｌｂｉｓｔａｂｌｅｓｙｓｔｅｍ；（ｂ）ｌａｒｇｅｓｔＬｙａｐｕｎｏｖｅｘｐｏｎｅｎｔ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ｏｐｔｉｃａｌｂｉｓｔａｂｌｅｓｙｓｔｅｍ

３　单向驱动方法控制电光双稳态系统混沌

设有两台相似的电光双稳态系统Ｓ１ 和Ｓ２，将Ｓ１ 系统的输出变量以一定的比例分别耦合到Ｓ２ 系统，令

０５１９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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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１ 为驱动系统，Ｓ２ 为响应系统。在长延迟状态下，系统单向驱动方案可表示成如下形式：

狓１，狀＋１ ＝犐１［１－犽１ｃｏｓ（狓１，狀＋θ１）］／２

狓２，狀＋１ ＝犐２ １－犽２ｃｏｓ
狓２，狀＋犿狓１，狀
１＋犿

＋θ（ ）［ ］２ ／
烅

烄

烆
２
， （３）

式中狀代表系统的迭代次数，犿为耦合系数。

由图１可知，不同输入光强犐１ 对应驱动系统Ｓ１ 处于不同的状态，为了研究单向驱动方案对电光双稳态

系统混沌的控制效果，使驱动系统分别处于不同的周期状态，取犐２＝５．５，犽１＝犽２＝０．８，θ１＝θ２＝π，根据混沌

系统对初值的敏感性，驱动系统Ｓ１ 和响应系统Ｓ２ 选取不同的初值狓１，１＝０．１０，狓２，１＝０．１２。

图２（ａ）为输入光强犐１＝２，即驱动系统Ｓ１ 处于周期一状态时，响应系统Ｓ２ 随耦合系数犿 的演化图，随

着耦合系数的增大，系统经倒倍周期分岔进入稳定的各周期状态，直至周期一状态。由图１（ａ）可知，当１＜

犐１＜２．５５时，驱动系统都处于周期一状态。在此参数区间内，选取不同的输入光强重复此过程，响应系统都

最终被控制在周期一状态，即控制响应系统至周期一状态的输入光强范围为１＜犐１＜２．５５。图２（ｂ）为输入

光强犐１＝４，即驱动系统Ｓ１ 处于周期二状态时，响应系统Ｓ２ 随耦合系数犿的演化图，随着耦合系数的增大，

系统经倒倍周期分岔进入周期二状态。由图１（ａ）可知，当２．５５＜犐１＜４．５６时，驱动系统都处于周期二状态。

同样选取不同的输入光强重复该实验，响应系统都最终被控制在周期二状态，即控制响应系统至周期二状态

的输入光强范围为２．５５＜犐１＜４．５６。图２（ｃ）为输入光强犐１＝４．６，即驱动系统Ｓ１ 处于周期四状态时，响应

系统Ｓ２ 随耦合系数犿的演化图，随着耦合系数的增大，系统经倒倍周期分岔进入周期四状态。由图１（ａ）可

知，当４．５６＜犐１＜４．８时，驱动系统都处于周期四状态。同样选取不同的输入光强重复该实验，响应系统都

最终被控制在周期四状态，即控制响应系统至周期四状态的输入光强范围为４．５６＜犐１＜４．８。这样响应系

统Ｓ２ 分别被控制到各周期稳定状态，且驱动系统的状态决定了响应系统的状态。

图２ 不同输入光强犐１ 对应单向驱动方法响应系统Ｓ２ 随耦合系数犿的演化图。（ａ）犐１＝２；犐１＝４；犐１＝４．６

Ｆｉｇ．２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ｄｒｉｖｅ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２ｗｉｔｈ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犿ｂａｓｅｄｏｎｕｎｉ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ｄｒｉｖ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犐１．

（ａ）犐１＝２；犐１＝４；犐１＝４．６

４　混沌同步

４．１　单向驱动方法实现电光双稳态系统混沌同步

由图１可知，不同输入光强犐１ 对应驱动系统Ｓ１ 处于不同的状态，为了说明混沌同步效果，将驱动系统

置于混沌状态，取犐１ ＝犐２ ＝５．５，犽１＝犽２＝０．８，θ１＝θ２ ＝π，驱动系统Ｓ１ 和响应系统Ｓ２ 选取不同的初值

狓１，１＝０．１０，狓２，１＝０．１２。

取输入光强犐１＝５．５时，驱动系统处于混沌状态，图３（ａ）为驱动系统Ｓ１ 的时间序列图，显然处于混沌状

态。图３（ｂ）为耦合系数犿＝０．４１时，响应系统Ｓ２ 的时间序列图，也是处于混沌状态。图３（ｃ）为耦合系数犿

与系统Ｓ２ 和系统Ｓ１ 之差的关系图，发现当耦合系数满足０．３３＜犿＜０．３６及犿＞０．３８时，驱动系统Ｓ１ 与响

应系统Ｓ２ 之差等于零，即驱动系统Ｓ１ 与响应系统Ｓ２ 实现了混沌同步。图３（ｄ）为耦合系数犿＝０．４１时，驱

动系统Ｓ１ 与响应系统Ｓ２ 的关系图，系统Ｓ１ 与系统Ｓ２ 实现了混沌同步。证明适当选取耦合系数犿，满足

０．３３＜犿＜０．３６及犿＞０．３８时，采用单向驱动方法可以实现电光双稳态系统的混沌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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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ａ）驱动系统和（ｂ）响应系统时间序列；（ｃ）两系统之差与耦合系数犿的关系；（ｄ）犿＝０．４１时两系统关系

Ｆｉｇ．３ 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ａ）ｔｈｅｄｒｉｖ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ｂ）ｔｈｅｄｒｉｖｅｎｓｙｓｔｅｍ；（ｃ）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ｙｓｔｅｍｓ

Ｓ１ａｎｄＳ２ｖｅｒｓｕｓ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犿；（ｄ）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Ｓ１ａｎｄＳ２ｗｈｅｎ犿＝０．４１

图４ 驱动 耦合混沌同步方案图

Ｆｉｇ．４ Ｓｃｈｅｍｅｏｆｔｈｅｄｒｉｖｉｎｇ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ｃｈａｏｓ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４．２　驱动 耦合方法实现电光双稳态系统混沌同步

为了进一步提高混沌同步效率，再添加一台相似的

电光双稳态系统Ｓ３ 作为响应系统与Ｓ２ 并联，用于产生

差值耦合控制项，按一定的比例分别作用于两个响应系

统，如图４所示。

同样以长延迟情况下系统的混沌为研究对象，根据

以上方案驱动系统Ｓ１ 和响应系统Ｓ２ 和Ｓ３ 的时间演化

方程可近似表示成如下形式：

狓１，狀＋１ ＝犐１［１－犽１ｃｏｓ（狓１，狀＋θ１）］／２

狓２，狀＋１ ＝犐２ １－狇（狓３，狀－狓２，狀）－犽２ｃｏｓ
狓２，狀＋犿狓１，狀
１＋犿

＋θ（ ）［ ］２ ／２

狓３，狀＋１ ＝犐３ １－狇（狓２，狀－狓３，狀）－犽３ｃｏｓ
狓３，狀＋犿狓１，狀
１＋犿

＋θ（ ）［ ］３ ／

烅

烄

烆
２

， （４）

式中狇为反馈项对系统Ｓ２ 和Ｓ３ 的驱动强度。

由图１可知，不同输入光强犐１ 对应驱动系统Ｓ１ 处于不同的状态，同样将驱动系统置于混沌状态，取

狇＝０．１，犐１ ＝犐２＝犐３＝５．５，犽１＝犽２＝犽３＝０．８，θ１＝θ２＝θ３＝π，驱动系统Ｓ１ 和响应系统Ｓ２、Ｓ３ 选取不

同的初值狓１，１＝０．１０，狓２，１＝０．１２，狓３，１＝０．１３。

图５（ａ）为耦合系数犿＝０．１５时响应系统Ｓ２ 的时间序列图，显然响应系统Ｓ２ 处于混沌状态。图５（ｂ）为

耦合系数犿＝０．１５时响应系统Ｓ３ 的时间序列图，Ｓ３ 也处于混沌状态。图５（ｃ）为响应系统Ｓ２ 和Ｓ３ 之差与

耦合系数的关系图，当耦合系数满足０．１４＜犿＜０．１７及犿＞０．１７时，响应系统Ｓ２ 与Ｓ３ 之差等于零，即两系

统实现了混沌同步。图５（ｄ）为耦合系数犿＝０．１５时，响应系统Ｓ２ 与Ｓ３ 的关系图，发现响应系统Ｓ２ 与Ｓ３

实现了混沌同步。证明适当选取耦合系数犿，即满足０．１４＜犿＜０．１７及犿＞０．１７时，驱动 耦合方法也可以

实现电光双稳态系统的混沌同步。相对于单向驱动同步方案，驱动 耦合方案所需耦合系数犿值更小，同步

效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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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响应系统（ａ）Ｓ２ 和（ｂ）Ｓ３ 时间序列；（ｃ）Ｓ２ 和Ｓ３ 之差与耦合系数犿的关系；（ｄ）犿＝０．１５时Ｓ２ 与Ｓ３ 之间的关系

Ｆｉｇ．５ 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ｄｒｉｖｅ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Ｓ２ａｎｄ（ｂ）Ｓ３；（ｃ）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２ａｎｄＳ３ｖｅｒｓｕｓ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犿；（ｄ）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２ａｎｄＳ３ｗｈｅｎ犿＝０．１５

５　结　　论

对长延迟状态下电光双稳态系统的混沌同步进行研究。基于主动 被动同步法，分别采用单向驱动方法

和驱动 耦合方法对电光双稳态系统的混沌控制和同步进行了研究。数值模拟的结果表明，适当选取耦合系

数犿，通过单向驱动方法可以实现驱动系统和响应系统的混沌控制，选取不同的输入光强可以将响应系统控

制到不同的周期轨道上，即驱动系统的周期状态决定了响应系统最终被控制的状态。适当选取耦合系数犿，

通过单向驱动方法可以实现驱动系统和响应系统之间的混沌同步。适当选取驱动强度狇，改进后的驱动 耦

合方案也实现了驱动系统和响应系统之间的混沌同步，且驱动 耦合方法所需耦合系数更小，可控的耦合系

数范围较广，同步效果更好。发现了单向驱动同步法在混沌控制上的应用价值，并为混沌同步研究提供了一

个高效的驱动 耦合同步方案。

参 考 文 献

１ＳｈｅｎＫｅ．ＣｈａｏｓｉｎＯｐｔｉｃｓ［Ｍ］．Ｃｈａｎｇｃｈｕｎ：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０．２００～２０１

　 沈　柯．光学中的混沌［Ｍ］．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２００～２０１

２Ｈ．Ｍ．Ｇｉｂｂｓ，Ｆ．Ａ．Ｈｏｐｆ，Ｄ．Ｌ．Ｋａｐｌａｎ犲狋犪犾．．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ａｏｓｉｎｏｐｔｉｃａｌｂｉ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Ｊ］．犘犺狔狊．犚犲狏．犔犲狋狋．，１９８１，

４６（７）：４７４～４７７

３Ｊ．Ｙ．Ｇａｏ，Ｌ．Ｍ．Ｎａｒｄｕｃｃｉ，Ｌ．Ｓ．Ｓｃｈｕｌｍａｎ犲狋犪犾．．Ｒｏｕｔｅｔｏｃｈａｏｓｉｎａｈｙｂｒｉｄｂｉｓｔａｂｌｅｓｙｓｔｅｍｗｉｔｈｄｅｌａｙ［Ｊ］．犘犺狔狊．犚犲狏．

犃，１９８３，２８（５）：２９１０～２９１４

４ＳｕｎＰｉｎｇ，ＹｏｕＢｉｎｇｘｉ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ｏｆｏｐｔｉｃａｌｂｉ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ｃｈａｏｓ［Ｊ］．犘犺狔狊犻犮狊犈狓狆犲狉犻犿犲狀狋犪狋犻狅狀，２０１０，３０（９）：１～６

　 孙　萍，尤秉信．光学双稳与混沌实验［Ｊ］．物理实验，２０１０，３０（９）：１～６

５ＷａｎｇＢｉｎｇ，ＹａｎＳｈａｏｐｉｎｇ，ＷｕＸｉｕｑ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ｃｒｏｓｓ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ｎｏｉｓｅｓｏｎｔｈｅｍｅａｎｆｉｒｓｔｐａｓｓａｇｅｔｉｍｅｏｆｏｐｔｉｃａｌｂｉｓｔａｂｌｅ

ｓｙｓｔｅｍ［Ｊ］．犃犮狋犪犘犺狔狊犻犮犪犛犻狀犻犮犪，２００９，５８（８）：５１９１～５１９５

　 王　兵，严少平，吴秀清．交叉关联噪声对光学双稳系统平均首通时间的影响［Ｊ］．物理学报，２００９，５８（８）：５１９１～５１９５

６ＢｉｎｇＷａｎｇ，Ｘｉｕｑｉｎｇ Ｗｕ，ＪｉａｎｆａＱｉａｎ．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ｉｎａｎｏｐｔｉｃａｌｂｉｓｔａｂｌｅｓｙｓｔｅｍｓｕｂｊｅｃｔｅｄｔｏｃｒｏｓｓ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ｗｈｉｔｅｎｏｉｓｅａｎｄｍｕｌｔｉｐｌｉｃａｔｉｖｅｃｏｌｏｒｅｄｎｏｉｓｅ［Ｊ］．犆犺犻狀．犗狆狋．犔犲狋狋．，２０１０，８（１２）：１１６０～１１６２

７Ｆ．Ａ．Ｈｏｐｆ，Ｄ．Ｌ．Ｋａｐｌａｎ，Ｍ．Ｈ．Ｒｏｓｅ犲狋犪犾．．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ａｏｓｉｎａｈｙｂｒｉｄｏｐｔｉｃａｌｌｙｂｉｓｔａｂｌｅｄｅｖｉｃｅ［Ｊ］．犘犺狔狊．

犚犲狏．犔犲狋狋．，１９８６，５７（１２）：１３９４～１３９７

８ＺｈａｎｇＹｉｎｇ，ＬｉＪｉａｎｂｉｎ，ＺｈｅｎｇＺｈｉｒｅｎ犲狋犪犾．．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ｔｏｒａｇ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ｂｙｃｈａｏ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ｎａｈｙｂｒｉｄｂｉｓｔａｂｌｅｓｙｓｔｅｍ［Ｊ］．

０５１９０１５



４９，０５１９０１ 激光与光电子学进展 ｗｗｗ．ｏｐｔｉｃ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ｎｅｔ

犘犺狔狊．犚犲狏．犈，１９９８，５７（２）：１６１１～１６１４

９ＺｈａｏＺｈｅｎｈｕａ，ＺｈａｎｇＳｈｅｎｇｈａｉ，ＹａｎｇＨｕａ犲狋犪犾．．Ｔｈ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ｆｏｒｃｈａｏｔ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ｉｎ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ｏｐｔｉｃａｌｂｉｓｔａｂｌ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Ｊ］．犃犮狋犪犘犺狅狋狅狀犻犮犪犛犻狀犻犮犪，２０１１，４０（１０）：１４６４～１４６８

　 赵振华，张胜海，杨　华 等．电光双稳态系统的混沌特性分析［Ｊ］．光子学报，２０１１，４０（１０）：１４６４～１４６８

１０ＮｉｕＹｏｎｇｄｉ，ＭａＷｅｎｑｉａｎｇ，ＷａｎｇＲｏｎｇ．Ｃｈａｏ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ｎｄ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ｏｐｔｉｃａｌｂｉｓｔａｂｌｅｓｙｓｔｅｍｓ［Ｊ］．犃犮狋犪

犘犺狔狊犻犮犪犛犻狀犻犮犪，２００９，５８（５）：２９３４～２９３８

　 牛永迪，马文强，王　荣．电光双稳态系统的混沌控制与同步［Ｊ］．物理学报，２００９，５８（５）：２９３４～２９３８

１１ＺｈａｎｇＴａｏ，ＬｉｕＹｕｈｕａｉ，ＧａｏＭｉｎｇｕａｎｇ犲狋犪犾．．Ａｄｄａｎ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ｇｎａｌｔｏ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ｎａｃｏｕｓｔｏｏｐｔｉｃａｌ

ｂｉｓｔａｂｌｅｓｙｓｔｅｍｃｈａｏｓ［Ｊ］．犃犮狋犪犘犺狅狋狅狀犻犮犪犛犻狀犻犮犪，２０００，２９（３）：２３１～２３４

　 张　涛，刘玉怀，高闽光 等．声光双稳态系统浑沌的外周期激励控制［Ｊ］．光子学报，２０００，２９（３）：２３１～２３４

１２ＴｉａｎＸｉａｏｈｕａ，ＧｕｏＱｉｚｈｉ．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ｃｈａｏｓｉｎｎｏｎｄ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ｏｐｔｉｃ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ｒｉｃ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ｏｒ［Ｊ］．犃犮狋犪犗狆狋犻犮犪犛犻狀犻犮犪，２０１０，

３０（６）：１７６１～１７６６

　 田晓华，郭奇志．非简并光学参变振荡器的混沌控制［Ｊ］．光学学报，２０１０，３０（６）：１７６１～１７６６

１３ＬüＬｉｎｇ，ＤｕＺｅｎｇ，ＬｕａｎＬｉｎｇ．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ａｏ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ｎｔｈｅａｃｏｕｓｔｏｏｐｔｉｃａｌｂｉｓｔａｂｌｅｓｙｓｔｅｍｂｙｔｈｅ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ｒｏｔａｔ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Ｊ］．犆犺犻狀犲狊犲犑．犔犪狊犲狉狊，２００４，３１（１２）：１４３７～１４４０

　 吕　翎，杜　增，栾　玲．用变量旋转变换实现声光双稳系统的混沌控制［Ｊ］．中国激光，２００４，３１（１２）：１４３７～１４４０

１４ＬüＬｉｎｇ，ＬｉＧａｎｇ，ＣａｏＨａｉｊｉｎｇ．Ｃｈａｏ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ａｃｏｕｓｔｏｏｐｔｉｃａｌｂｉｓｔａｂｌｅｓｙｓｔｅｍ［Ｊ］．犆犺犻狀犲狊犲犑．犔犪狊犲狉狊，２００４，３１（２）：

１６１～１６３

　 吕　翎，李　钢，曹海静．声光双稳态系统混沌的控制［Ｊ］．中国激光，２００４，３１（２）：１６１～１６３

１５ＬｉｎＫｅｙｕ，ＬｕＪｉｎｇ，ＬｉＪｉａｎｐｉｎｇ．Ｃｈａｏｔｉｃ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ｅｒｂｉｕｍｄｏｐｅｄｆｉｂｅｒｒｉｎｇｌａｓｅｒｗｉｔｈｄｅｌａｙｆｅｅｄｂａｃｋ［Ｊ］．犔犪狊犲狉犜犲犮犺狀狅犾．，

２０１１，３５（３）：３１９～３２５

　 蔺玉珂，卢　静，李建平．单环掺铒光纤激光器光反馈的混沌控制［Ｊ］．激光技术，２０１１，３５（３）：３１９～３２５

１６ＷｕＦｅｉ，ＫｕａｎｇＭｉｎｍｉｎ，ＳｕｎＹｕｃｈａｏ．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ｆｅｅｄｂａｃｋｐｈａｓｅｓｈｉｆ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ｃｈａｏｓｆｏｒｄｕａｌｒｉｎｇｅｒｂｉｕｍｄｏｐｅｄｆｉｂｅｒ

ｌａｓｅｒ［Ｊ］．犎犻犵犺犘狅狑犲狉犔犪狊犲狉犪狀犱犘犪狉狋犻犮犾犲犅犲犪犿狊，２０１０，２２（１）：１６５～１７０

　 吴　飞，邝敏敏，孙宇超．双环掺铒光纤激光器混沌耦合反馈相移控制［Ｊ］．强激光与粒子束，２０１０，２２（１）：１６５～１７０

１７ＴｉａｎＹｉｅｎＬｉ，ＪａｍｅｓＡ．Ｙｏｒｋｅ．Ｐｅｒｉｏｄｔｈｒｅｅｉｍｐｌｉｅｓｃｈａｏｓ［Ｊ］．犜犺犲犃犿．犕犪狋犺．犕狅狀狋犺犾狔，１９７５，８２（１０）：９８５～９９２

０５１９０１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