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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 )*( + , -./ 晶体作为可饱和吸收体，氙灯作为抽运源，实现了 01$ + , -./ 晶体在! 2 &(3!4 波长处的调

! 运转。激光脉冲宽度为 $5 67，能量为 ’ 2 8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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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 + , -./ 是近几年发展起来的新型晶体材料，

可以作为激活介质，产生 ’2$!4 H ’; 3!4 的可调谐

激光，或通过锁模运转产生飞秒脉冲。)*( + , -./ 作

为可饱和吸收体则得到了人们更广泛的研究，也具有

更广泛的应用。)*( + , -./ 为’2!3!4 激光进行被动

调 ! 已经得到充分的研究［’ H (］，)*( + , -./ 被激光二

极管抽运的!2&(3!4 激光进行被动调 ! 在国际上最

近也有少量报道［#，3］。我们用华北光电技术研究所生

产的 )*( + , -./ 晶 体 首 次 实 现 了 用 氙 灯 抽 运 的

01$ + , -./激光器!2&(3!4 激光的被动调 ! 运转。

由于 01$ + , -./ 激光器的! 2 &(3!4 跃迁属于

准三能级系统，激光下能级（( "&I"的 ## 子能级）仅位

于基态能级之上 5#8 G4J ’ 处，常温下约 ! 2 8K的钕

离子 位 于 激 光 下 能 级，使 实 现 粒 子 数 反 转 难 于

’ 2 !3!4激光的情况，再加上 ! 2 &(3!4 激光跃迁的

受激发射截面较小，所以实现钕离子的 ! 2 &(3!4
激光运转相对较困难。由于氙灯抽运的激光器激活

介质较长，相应的再吸收损耗也大［8］，按照 L=*6F7
的观点，用氙灯抽运的激光器实现 ! 2 &(3!4 激光

运转比用激光二极管抽运的激光器实现 ! 2 &(3!4
激光运转更困难［5］。我们在实验中选取的 01$ + ,
-./ 具有较小的直径（( 44），以便于散热，具有较

短的长度（(! 44），以减小再吸收损耗。

谐振腔由曲率半径为 " 4 的后腔镜和平面输出

镜构成，谐振腔长为 $! G4，后腔镜镀 ! 2 &(3!4 全

反膜（反射率高于 && 2 #K）和 ’ 2 !3!4 增透膜（透过

率高于 &8K），对 ’ 2 $(!4 光的透过率也高于 83K；

平面输出镜同样镀 ’ 2 !3!4 增透膜，对 ! 2 &(3!4
光的 透 过 率 为 $ 2 ’K。 实 验 中 用 到 的 两 片

)*( + , -./晶体，它们的小信号透过率 $ ! 分别为

&’K和 &3K，)*( + , -./ 放在靠后腔镜的地方，激

活介质 01$ + , -./ 两端镀! 2 &(3!4 增透膜，基本

位于 谐 振 腔 中 央，循 环 冷 却 水 温 度 为 ’! M。用

NO<%’L 激光能量计测量脉冲能量，用 PQR#!! 型

OS0 探测器和 :RT3"!L 数字存储示波器测量脉冲

宽度和形状。

当 )*( + , -./ 晶体的小信号透过率 $ ! U &’K
时，阈值抽运能量约为 ’& 9，脉冲宽度为 $5 67，脉冲

能量为 ’ 2 8 49。当 $ ! U &3K时，阈值抽运能量约

为 ’’ 9，脉冲宽度为 38 67，脉冲能量为 ! 2 &" 49，但

抽运能量达到 ’& 9 时，可以出现 " 或 $ 个调 ! 脉

冲。通过用 NLV 晶体倍频该脉冲，可以得到蓝色脉

冲，确认该调 ! 脉冲为 ! 2 &(3!4。将光衰减后用

))R 测其光强分布，发现其接近高斯分布，即激光

运转于基模状态。进一步的理论和实验研究正在进

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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