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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光学波片的费涅耳斜方体

丁大军刘航
〈吉林大学原子与分子物理研究所〉

提要

根据全反射时的才在涅耳原理3 我们设计了在紫外民段作为 λ/4 片立 λl2 片的斟方体陵髓，实现7钱俑

在一二固偏后的转换或钱{扁提光偏击矢的转动.

关键词:先时偏振、光谱.

近年来在激光光谱实验中，特别是在研究原子多光子电离过程的实验中 3 经常需要改变

与原子相互作用的激光的偏振状态。这种改变包括实现线偏振态到圆偏振态的转换或者线

偏态的偏振矢在偏振面上的转动，通常是利用石英晶体的ÎI./凡4 片或 λλi匀f

一些要求激光波长在较宽范围内可调谐的光谱工作，上述波片则难以胜任，不可能在波长调

谐范围内是消色差的。此外p 在紫外波段石英晶体披片的加工也是很困难的口

根据费涅耳原理田，当一线偏振光由光密媒质向光疏媒质传播时3 若其入射角。大于临

界角时，在界面上将发生全反射现象:线偏振光两相互垂直分量经历全反射后有不同的位相

跃变，所产生的位相差<3=<3.1一 δ1 满足下式:

叫主)=础。江;N一忧且 (1) 

可见，此时位相差 3 为光的入射角。以及材料的折射率 n 的函数口通过选择 n 和 e， 即可保

证经全反射后的位相差 8 为特定值p 从而改变入射光的偏振:伏在?因此，利用这一原理可以

Fig. 1 Frcsnel rhombs used as opticalτ，aV9-

lEllgrh pbtes. (a.λ/'4 plate; b.λ/2 pl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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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做斜方体棱镜作为光学技片使用。一般斜方体设计如圈 1 所示，已经在激光光谱学中广

泛地使用了E护'4J

为了实现在紫外出40Ärv历ωλ 范围内激光偏振态的改变，我们设计了费涅耳斜方
体。根据 (1)式可知y 当选用的材料(UKø 特种光学玻璃)平均折射率司=1.5378 时 y 若保证

单次全内反射产生 4.5.)的 ftr~相差y 入射角 9 应为 46.09口或 56.52口(且囹 2) :J由圈 2 给出的

0=45口时位相差随折射卒改变的变他率曲线可以看出在较大的。角下可以保证具有较小

的色差p 因而我们选。=56. .52 D c 在此入射角下p 当激光在上述紫外披在范围内变化时P 位

相差的变化且也于 0.04'，基本可以认为是消色差的。

我们将给上述考虑设计加工的费涅耳斜方体应用到铅原子多光子电离光谱研究中 p 得

到了很好的效果。说明利用费涅耳 i卓理制做的斜方体作λJ 1t.学波片是完全适用的，并且具

有加工方便和宽波民应用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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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snel rhomb used as a optical wavelength p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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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飞Ve have constructed Fresnel rhombs used as a λ/4or 孔/2waγelength pla切. Thjg 

design -was b a.sed on Fresner s prin.ciple 1n a. to古al in也ernal refleo也ioo. '\Ve have nmde 

a 力ransforma古iO丑 from a linear 古o a oircular polarizatlon or a rotat.ion of a. li且ear

polar lza tion ，-ec力or in ultravÍolet speo古Tal r 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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