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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宗量厄米 高斯光束在大气湍流中的传输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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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广义惠更斯 菲涅耳衍射积分方法和 Ｗｉｇｎｅｒ分布函数的二阶矩定义，推导出在直角坐标系下激光光束

经大气湍流传输的远场发散角、束宽以及犕２ 因子的解析表达式，并以复宗量厄米 高斯（ＥＨＧ）光束为例，定量分

析了ＥＨＧ光束在大气湍流中的传输特性。研究表明，光束在大气湍流中传输后的 犕２ 因子与入射面上的 犕２ 因

子、入射面的二阶矩、传输距离、波数以及湍流的影响因子有关；随着在大气湍流中传输距离的增加，ＥＨＧ光束的

远场发散角、束宽和犕２ 因子均会逐渐增大；大气湍流对高阶ＥＨＧ光束的远场发散角、束宽和 犕２ 因子的影响更

小；ＥＨＧ光束在大气湍流中的犕２ 因子与传输距离、湍流的折射率结构参数、光束波长、光束阶数以及基模高斯光

束的束腰宽度密切相关。

关键词　大气光学；传输特性；二阶矩；犕２ 因子；复宗量厄米 高斯光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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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随着激光技术的发展，激光在大气中的应用日

益广泛，也出现了许多激光在大气中传输的相关研

究［１～６］。激光束在自由空间中传输时会因衍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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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扩展，而大气湍流引起的大气折射率随机起伏又

将导致激光光场的随机变化与散射，从而使激光束

在大气湍流中传输时会进一步扩展，并造成光束质

量明显降低。复宗量厄米 高斯（ＥＨＧ）模的概念由

Ｓｉｅｇｍａｎ提出
［７］，它与常规厄米 高斯（ＳＨＧ）模类

似，均是近轴波动方程的本征解。目前，已有多种方

法可以获得ＥＨＧ光束
［８，９］。ＥＨＧ光束场分布的厄

米函数部分和高斯函数部分的宗量均有相同的复数

标度因子［７，１０］，因此，表现出了与ＳＨＧ光束不同的

传输特性。已有研究结果表明，当光束阶数狀＞１

时，ＥＨＧ光束与ＳＨＧ光束传输特性有着明显的不

同，且比同阶ＳＨＧ光束的光束质量更好
［８，１０，１１］，因

而，ＥＨＧ光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推导出了在直角坐标系下的激光光束经大气湍

流传输的远场发散角、束宽以及犕２ 因子的解析表

达式，进一步研究了ＥＨＧ光束在大气湍流中的传

输特性，并定量分析了大气湍流介质对ＥＨＧ光束

传输特性的影响，以及ＥＨＧ光束在大气湍流中传

输时其束宽、远场发散角和犕２ 因子等光束参数的

变化规律。

２　激光束在大气湍流中传输后的远场

发散角、束宽以及犕２因子
在直角坐标系下，考虑一束准单色的激光束从

狕＝０面沿狕轴，在狕＞０的大气湍流中的传播。忽

略大气的退偏效应，只需考虑标量场情况。通常，光

束的二阶性质可用交叉谱密度函数来描述［１２］，则光

束在狕＝０面上交叉谱密度为

犠（′ρ１，′ρ２；０）＝ 〈犈（′狓１，′狔１；０）犈
（′狓２，′狔２；０）〉，（１）

式中犈为光场，〈…〉为系综平均，′ρ１＝ ′狓１^狓＋ ′狔１^狔，

′ρ２＝′狓２^狓＋′狔２^狔。

假定湍流介质是均匀和各向同性的，应用广义

惠更斯 菲涅耳原理的近轴形式，可得到光束在大气

湍流中传播到狕处的交叉谱密度函数
［１，２］：

犠（ρ，ρｄ；狕）＝ （犽／２π狕）
２

犠（ρ′，′ρｄ；０）×
ｅｘｐｉ犽／狕［（ρ－ρ′）（ρｄ－′ρｄ）］｛ －

犎（ρｄ，′ρｄ；狕 ｝）ｄ
２

ρ′ｄ
２′ρｄ， （２）

式中ρ＝（ρ１＋ρ２）／２，ρｄ＝ρ１－ρ２，ρ′＝（′ρ１＋′ρ２）／２，

′ρｄ＝′ρ１－′ρ２；犽为波数；ｅｘｐ［－犎（ρｄ，′ρｄ，狕）］反映湍流

的影响，且犎（ρｄ，′ρｄ，狕）可表示为

犎（ρｄ，′ρｄ；狕）＝

４π
２犽２狕∫

１

０

ｄξ∫
∞

０

［１－Ｊ０（κ′ρｄξ＋（１－ξ）ρｄ ）］Φ狀（κ）κｄκ，

（３）

式中Ｊ０为第一类零阶贝塞尔函数，Φ狀 表示大气湍流

折射率起伏的空间功率谱。

并利用 Ｗｉｇｎｅｒ分布函数（ＷＤＦ）的二阶矩定

义［１３］，二维 ＷＤＦ的狀１＋狀２＋犿１＋犿２ 阶矩可表示为

〈狓狀１狔
狀
２θ
犿
１
狓θ

犿
２
狔 〉＝

１

犘狓
狀
１狔
狀
２θ
犿
１
狓θ

犿
２
狔犺（ρ，θ；狕）ｄ

２

ρｄ
２
θ，

（４）

式中

犘＝犺（ρ，θ；狕）ｄ
２

ρｄ
２
θ，犺（ρ，θ，狕）＝

（犽／２π）
２

∫
∞

－∞
∫犠（ρ，ρｄ；狕）ｅｘｐ（－ｉ犽θρｄ）ｄ

２

ρｄ．

　　将（１）～（３）式代入（４）式，计算可得到激光光束在

大气湍流中传输一段距离狕之后的ＷＤＦ二阶矩
［２］：

〈狓２〉＝〈狓
２〉０＋２〈狓θ狓〉０狕＋〈θ

２
狓〉０狕

２
＋

２

３
π
２狕３∫

＋∞

０

Φ狀（κ）κ
３ｄκ， （５）

式中〈狓２〉０，〈θ
２
狓〉０，〈狓θ狓〉０ 为光束在入射面狕＝０上

即自由空间中的二阶矩。

采用类似的方法，可推到出激光束在大气湍流

中传输一段距离狕之后的其他二阶矩：

〈θ
２
狓〉＝ 〈θ

２
狓〉０＋２π

２狕∫
＋∞

０

Φ狀（κ）κ
３ｄκ， （６）

〈狓θ狓〉＝ 〈狓θ狓〉０＋〈θ
２
狓〉０狕＋π

２狕２∫
＋∞

０

Φ狀（κ）κ
３ｄκ，（７）

其中（６）式的结果与采用其它方法所得湍流大气中

光束发散角的结果［１４］是一致的。

根据二阶矩的定义［１５］，利用（６）式，可以得到激

光束在大气湍流中传输距离狕后的远场发散角为

θ狓（狕）＝２ 〈θ
２
狓〉０＋２［ ］犜狕 １／２， （８）

式中犜＝π
２

∫
＋∞

０

Φ狀（κ）κ
３ｄκ。

类似地，根据二阶矩的定义［１５］，由（１）式可得到

激光束在大气湍流中传输距离狕后出射的束宽为

狑狓（狕）＝２ 〈狓
２〉０＋２〈狓θ狓〉０狕＋〈θ

２
狓〉０狕

２
＋
２

３
犜狕［ ］３

１／２

．

（９）

　　在二阶矩定义下的广义犕
２ 因子公式为［１６］

犕２狓（狕）＝２犽［〈狓
２〉〈θ

２
狓〉－〈狓θ狓〉

２］１／２， （１０）

将（５）～（７）式代入（１０）式，可得到光束在大气湍流

中传输后的犕２ 因子的表达式为

犕２狓（狕）＝［犕
４
狓（０）＋８〈狓

２〉０犽
２犜狕＋８〈狓θ狓〉０犽

２犜狕２＋

（８／３）〈θ
２
狓〉０犽

２犜狕３＋（４／３）犽
２犜２狕４］１

／２，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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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犕２狓（０）为光束狕＝０平面上的犕
２ 因子，即

犕２狓（０）＝２犽［〈狓
２〉０〈θ

２
狓〉０－〈狓θ狓〉

２
０］
１／２．（１２）

　　（８），（９）和（１１）式即为得到的主要公式，利用这

些公式可定量分析激光束经大气湍流传输后的束

宽、远场发散角以及 犕２ 因子等光束参数的变化。

分析（１１）式可知，光束在大气湍流中传输后的 犕２

因子与入射面上的犕２ 因子、入射面的二阶矩、波数

以及湍流的影响因子犜有关。

３　ＥＨＧ光束在湍流中传输的远场发

散角、束宽以及犕２因子

对于ＥＨＧ光束，假设其束腰位于狕＝０面上，

于是，在直角坐标系下，狕＝０处的ＥＨＧ的光场表达

式［１０］：

犈（狓０，狔０，０）＝ Ｈ犿
狓０
狑（ ）
０

Ｈ狀
狔０
狑（ ）
０

ｅｘｐ －
狓２０＋狔

２
０

狑（ ）２
０

，

（１３）

式中狑０ 为基模高斯光束的束腰宽度，Ｈ犿 和 Ｈ狀 表

示犿 阶和狀阶厄米函数。为讨论方便，式中略去了

归一化常数。

由于ＥＨＧ光束在狓方向和狔方向的光束参数

具有相同的变化规律，为简单起见，仅讨论狓方向

的光束参数变化，采用类似的方法也可以分析狔方

向的情况。

狕＝０面上的空间域强度二阶矩和空间－频率

域强度二阶矩，以及相应的交叉矩分别为［１７］

〈狓２〉０＝
（４犿－１）狑

２
０

４（２犿－１）
， （１４）

〈θ
２
狓〉０＝

２犿＋１

犽２狑２０
， （１５）

〈狓θ狓〉０＝０， （１６）

将（１５）式代入（８）式，可得到ＥＨＧ光束在大气湍流

中传输距离狕后的远场发散角为

θ狓（狕）＝２（〈θ
２
狓〉）

１／２
＝２

２犿＋１

犽２狑２０
＋２［ ］犜狕

１／２

．

（１７）

　　当犜＝０时，（１７）式表示ＥＨＧ光束在自由空间

传输的远场发散角［２］，即θ狓（０）。由于不同光束阶数

的光束在自由空间中的远场发散角不同，为了更好

地比较大气湍流的影响程度，引入相对的远场发散

角，即

θｒ（狕）＝
θ狓（狕）

θ狓（０）
＝ １＋

２犽２狑２０犜狕

２犿＋［ ］１
１／２

． （１８）

　　从（１７）和（１８）式可以看出，ＥＨＧ光束在湍流中

传输后的远场发散角和相对远场发散角均随传输距

离的增大而增大，此外，还与湍流特征参量犜、激光

束波数犽、基模高斯光束束腰宽度狑０ 以及光束阶数

犿有关。

类似地，由（９）式以及（１４）～（１６）式，可得到

ＥＨＧ光束在大气湍流中传输距离狕后束宽为

狑狓（狕）＝２（〈狓
２〉）１／２ ＝

２
（４犿－１）狑

２
０

４（２犿－１）
＋
（２犿＋１）狕

２

犽２狑２０
＋
２

３
犜狕［ ］３

１／２

，（１９）

相应的相对束宽为

狑ｒ（狕）＝
狑狓（狕）

狑狓（狕，犜＝０）
＝

１＋
８（２犿－１）犽

２狑２０犜狕
３

３（４犿－１）犽
２狑４０＋１２（２犿＋１）（２犿－１）狕［ ］２

１／２

．

（２０）

　　分析（１９）和（２０）式可知，ＥＨＧ光束在大气湍流

中传输后的束宽和相对束宽也与湍流中的传输距离

狕、湍流特征参数犜、光束波数犽、基模高斯光束束腰

宽度狑０ 以及光束阶数犿有关。

进一步将（７），（８）式代入（１６）式，可推导出

ＥＨＧ光束在大气湍流中传输的犕２ 因子为

犕２狓（狕）＝
（４犿－１）（２犿＋１）

２犿－１［ ＋

２（４犿－１）

２犿－１
犽２狑２０犜狕＋

８（２犿＋１）

３狑２０
犜狕３＋

４

３
犽２犜２狕］４

１／２

，

（２１）

当犜＝０时，由（２１）式可得到ＥＨＧ光束在自由空间

传输的犕２ 因子为

犕２狓（０）＝
（４犿－１）（２犿＋１）

２犿－［ ］１

１／２

． （２２）

可以看出，（２２）式与文献［１０］给出的结果完全相同。

类似地，定义相对犕２ 因子为

犕２ｒ（狕）＝
犕２狓（狕）

犕２狓（０）
＝ １＋

２犽２狑２０犜狕

２犿＋１［ ＋

８（２犿－１）犜狕
３

３（４犿－１）狑
２
０

＋
４（２犿－１）

３（４犿－１）（２犿＋１）
犽２犜２狕 ］４

１／２

，

（２３）

比较（２２）式与（２１）和（２３）式可知，ＥＨＧ光束在入射

面上的犕２ 因子只与光束阶数有关，而在大气湍流

中传输后，其犕２ 因子不仅与光束阶数犿有关，还与

波数犽（波长λ）、基模高斯光束的束腰宽度狑０ 以及

表征湍流特征的参数犜 有关。此外，进一步分析

（２１）和（２３）式可知，在相同的光束阶数情况下，犕２

因子和相对犕２ 因子随大气湍流参数犜、传输距离狕

和激光波数犽的增大而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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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ＥＨＧ光束在湍流中的传输特性

对于大气湍流折射率起伏的空间功率谱Φ狀，采

用Ｔａｔａｒｓｋｉｉ谱模型
［３］：

Φ狀（κ）＝０．０３３犆
２
狀κ
－１１／３ｅｘｐ －

κ
２

κ
２（ ）
犿

， （２４）

式中犆２狀 为大气湍流的折射率结构参数，κｍ＝５．９２／

犾０，犾０ 为湍流内尺度。

将（２４）式代入（８）式中的犜 的表达式，积分后

得到表征湍流特征的参数犜可表示为
［１］

犜＝０．１６６１π
２犆２狀犾

－１／３
０ ． （２５）

图１给出了不同阶数的ＥＨＧ光束在湍流大气中传

输后的远场发散角和相对远场发散角随传输距离的

变化，计算所用参数为λ＝８５０ｎｍ，狑０＝０．０５ｍ，

犆２狀＝１０
－１５ｍ－２

／３，犾０＝０．０１ｍ。

图１ 远场发散角（ａ）和相对远场发散角（ｂ）随传输距离的变化

Ｆｉｇ．１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ｆａｒｆｉｅｌｄ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ａｎｇｌｅ（ａ）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ｆａｒｆｉｅｌｄ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ａｎｇｌｅ（ｂ）ｗｉｔｈ

ｔｈｅ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图２ 束宽（ａ）和相对束宽（ｂ）随传输距离的变化

Ｆｉｇ．２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ｂｅａｍｗｉｄｔｈ（ａ）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ｂｅａｍｗｉｄｔｈ（ｂ）ｗｉｔｈｔｈｅ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从图１可以看出，随着在大气湍流中传输距离

的增大，不同阶数ＥＨＧ光束的发散角和相对远场

发散角均逐渐增大，其光束质量明显变差。图１（ａ）

表明，对于给定的传输距离，光束阶数高的ＥＨＧ光

束对应的远场发散角更大。然而，从图１（ｂ）可以看

出，对于相同的传输距离，阶数高的ＥＨＧ光束对应

的相对远场发散角较小，并且远场发散角随着传输

距离的增加也相对较慢，说明大气湍流对高阶ＥＨＧ

光束远场发散角的影响更小。

图２给出了不同光束阶数的ＥＨＧ光束在大气湍

流中传输后的束宽和相对束宽随传输距离的变化，计

算参数为λ＝８５０ｎｍ，狑０＝０．０５ｍ，犆
２
狀＝１０

－１５ ｍ－２
／３，

犾０＝０．０１ｍ。

从图２（ａ）可以看出，在大气湍流中传输时，

ＥＨＧ光束的束宽随传输距离的增加而明显增大，其

中包括了在自由空间中的光束扩散和湍流的影响。

零阶ＥＨＧ 光束的束宽总是最小的。当光束阶数

犿≥１时，入射面上阶数较高光束的束宽相对较小，

然而，随着传输距离的增加，阶数越高的光束，其束

宽增加越快，在传输一段距离后会大于低阶光束。

此外，从图２（ｂ）也可以看出，随传输距离的增加，较

低阶数光束的相对束宽增长较快，也即是说，大气湍

流对低阶ＥＨＧ光束的束宽影响更大，特别是，对于

零阶（即基模高斯光束）的影响是最大的。

图３给出了不同阶数的ＥＨＧ光束在湍流中传输

后的犕２ 因子和相对犕２ 因子随传输距离的变化，计

算参数为λ＝８５０ｎｍ，狑０＝０．０５ｍ，犆
２
狀＝１０

－１５ ｍ－２
／３，

犾０＝０．０１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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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不同阶数的ＥＨＧ光束在大气湍流中传输的犕２ 因子（ａ）和相对犕２ 因子（ｂ）随传输距离的变化

Ｆｉｇ．３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犕
２ｆａｃｔｏｒ（ａ）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ｖｅ犕２ｆａｃｔｏｒ（ｂ）ｗｉｔｈｔｈｅ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由图３（ａ）可见，对于不同的光束阶数，ＥＨＧ光

束的犕２ 因子均随传输距离的增加逐渐增大，其光

束质量明显变差。对于相同的传输距离，阶次越高

的ＥＨＧ光束所对应的 犕２ 因子越大。图３（ｂ）表

明，随着距离的增加，各阶ＥＨＧ光束的相对犕２ 因

子仍然会增大，但对于相同的传输距离，阶数越高时

所对应的相对 犕２ 因子越小，也即是说，ＥＨＧ光束

的阶数越高，其相对犕２ 因子增大越慢，大气湍流对

犕２ 因子的影响越小。分析其原因主要在于，激光

在大气湍流中的传输，影响其光束参数有两方面的

机制。一方面是自由空间的衍射作用，另一方面则

是大气湍流的作用。大气湍流作用的距离越长影响

越大，因此，传输距离越长，光束质量则越差。然而，

光束在自由空间中的较大扩展会掩盖湍流对其的影

响［４］。分析（１７）式，（１９）式以及（２１）式可知，当犜＝０

时，即表示在自由空间传输的情况。在自由空间传输

时，ＥＨＧ光束的远场发散角、束宽和犕２ 因子均随光

束阶数的增大而增大，于是，高阶ＥＨＧ光束相对于低

阶的光束扩展就使得湍流对其远场发散角、束宽和

犕２ 因子的影响更小。

图４给出了不同阶数的ＥＨＧ光束在湍流中传

输的相对犕２ 因子随湍流的折射率结构参数犆２狀 的

变化。计算参数为λ＝８５０ｎｍ，狑０＝０．０５ｍ，狕＝

１ｋｍ，犾０＝０．０１ｍ。从图４可以看出，随湍流折射率

结构参数的增大，相对 犕２ 因子逐渐增大，即是说，

湍流越强，其影响越大。并且，ＥＨＧ光束的阶数越

高，湍流对其影响越小。

图５给出了不同阶数的ＥＨＧ光束在湍流中传

输后的相对犕２ 因子随激光束波长的变化。计算参

数为犾０＝０．０１ｍ，狑０＝０．０５ｍ，犆
２
狀＝１０

－１５ ｍ－２
／３，

狕＝１ｋｍ。从图５可以看出，随着光束波长的增加，

各阶ＥＨＧ光束的相对犕２ 因子将逐渐减小。对于

相同的波长，光束阶数越高，则相对犕２ 因子越小。

图４ 相对犕２ 因子随折射率结构参数的变化

Ｆｉｇ．４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ｖｅ犕
２ｆａｃｔｏｒｗｉｔｈ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ｏｆｔｈｅ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ｖｅｉｎｄｅｘ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图５ 相对犕２ 因子随波长的变化

Ｆｉｇ．５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ｖｅ犕
２ｆａｃｔｏｒ

ｗｉｔｈｔｈｅｗａｖｅｌｅｎｇｔｈ

图６给出了不同阶数的ＥＨＧ光束在湍流中传

输后的相对犕２ 因子随基模高斯光束束腰宽度狑０

的变化。计算参数为λ＝８５０ｎｍ，犆
２
狀＝１０

－１５ ｍ－２
／３，

狕＝１ｋｍ，犾０＝０．０１ｍ。

从图６可以看出，当基模高斯光束束腰宽度狑０

逐渐增大时，各阶ＥＨＧ光束的相对犕２ 因子呈现出

先逐渐减小后再逐渐增大的变化趋势，此时，相对

犕２ 因子存在极小值，且光束阶数越高，相对 犕２ 因

子的极小值越小。例如，当 犿＝０ 时，犕２ｒ，ｍｉｎ ＝

１．１２４３；当犿＝１时，犕２ｒ，ｍｉｎ＝１．０４２６；当犿＝１０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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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相对犕２ 因子随基模高斯光束的束腰宽度

狑０ 的变化

Ｆｉｇ．６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ｖｅ犕
２ｆａｃｔｏｒｗｉｔｈ

ｔｈｅｗａｉｓｔｗｉｄｔｈ

犕２ｒ，ｍｉｎ＝１．０１９６。分析其原因主要在于：ＥＨＧ光束

的犕２ 因子在湍流中传输的变化包括了空间域的变

化和空间 频率域的变化。ＥＨＧ光束在空间域的变

化随基模高斯光束的束腰宽度狑０ 的增大而增大，

而空间－频率域的变化则随狑０ 的增大而减小，因

此，在二者共同作用下会存在一个极小值。

４　结　　论

采用惠更斯 菲涅耳原理和 Ｗｉｇｎｅｒ分布函数，

以及根据二阶矩定义，推导了激光光束在大气湍流

中传输后的远场发散角、束宽和犕２ 因子的解析表

达式，光束在大气湍流中传输的犕２ 因子与入射面

上的犕２ 因子、入射面的二阶矩、传输距离、波数以

及湍流的影响因子密切相关。进一步以ＥＨＧ光束

为例，对其在大气湍流中的光束传输特性进行了定

量分析和讨论，并做了相应的物理解释。研究结果

表明，对于 ＥＨＧ光束，其在大气湍流中传输后的

犕２ 因子与传输距离、湍流的折射率结构参数、光束

波长、光束阶数以及基模高斯光束的束腰宽度有关；

随着在湍流中传输距离的增加，ＥＨＧ光束的远场发

散角、束宽和 犕２ 因子均明显增大；对于远场发散

角、束宽和犕２ 因子，大气湍流对较高阶数的ＥＨＧ

光束的影响相对较小。特别的，在基模高斯光束束

腰宽度从小到大的变化过程中，犕２ 因子存在极小

值，且光束阶数越高，犕２ 因子的极小值越小。

参 考 文 献
１Ｙ．Ｄａｎ，Ｂ．Ｚｈａｎｇ．Ｂｅａｍ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ｏｆｐａｒｔｉａｌｌｙｃｏｈｅｒｅｎｔ

ｆｌａｔｔｏｐｐｅｄｂｅａｍｓｉｎａ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ｔ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Ｊ］．犗狆狋．犈狓狆狉犲狊狊，

２００８，１６（２０）：１５５６３～１５５７５

２ＹｕｏｑｕａｎＤａｎ，ＢｉｎＺｈａｎｇ．Ｓｅｃｏｎｄｍｏｍｅｎｔｓｏｆｐａｒｔｉａｌｌｙｃｏｈｅｒｅｎｔ

ｂｅａｍｓｉｎ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ｃｅ［Ｊ］．犗狆狋．犔犲狋狋．，２００９，３４（５）：

５６３～５６５

３Ｌ．Ｃ．Ａｎｄｒｅｗｓ，Ｒ．Ｌ．Ｐｈｉｌｌｉｐｓ．Ｌａｓｅｒ Ｂｅａｍ 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Ｒａｎｄｏｍ Ｍｅｄｉａ［Ｍ］．Ｂｅｌｌｉｎｇｈａｍ，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ＳＰＩＥ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５，６７

４Ｇ．Ｇｂｕｒ，Ｅ．Ｗｏｌｆ．Ｓｐｒｅａｄｉｎｇｏｆｐａｒｔｉａｌｌｙｃｏｈｅｒｅｎｔｂｅａｍｓｉｎ

ｒａｎｄｏｍ ｍｅｄｉａ［Ｊ］．犑．犗狆狋．犛狅犮．犃犿．犃，２００２，１９（８）：

１５９２～１５９８

５Ｗａｎｇ Ｈｕａ，Ｗａｎｇ Ｘｉａｎｇｚｈａｏ，Ｚｅｎｇ Ａｉｊｕｎ犲狋犪犾．．Ｅｆｆｅｃｔｏｆ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ｃｅ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ＧａｕｓｓｉａｎＳｃｈｅｌｌ

ｍｏｄｅｌｂｅａｍｓ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ｎｇｉｎｓｌａｎｔｐａｔｈ［Ｊ］．犃犮狋犪犗狆狋犻犮犪犛犻狀犻犮犪，

２００７，２７（９）：１５４８～１５５２

　 王　华，王向朝，曾爱军 等．大气湍流对斜程传输准单色高斯

谢尔光束时间相干性的影响［Ｊ］．光学学报，２００７，２７（９）：

１５４８～１５５２

６ＪｉＸｉａｏｌｉｎｇ，ＣｈｅｎＳｅｎｈｕｉ，ＬｉＸｉａｏｑｉｎｇ．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

ｐａｒｔｉａｌｌｙｃｏｈｅｒｅｎｔ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ＨｅｒｍｉｔｅＧａｕｓｓｉａｎｂｅａｍｓｉｎ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ｃｅ［Ｊ］．犆犺犻狀犲狊犲犑．犔犪狊犲狉狊，２００８，３５（１）：

６７～７２

　 季小玲，陈森会，李小庆．部分相干电磁厄米 高斯光束通过湍

流大气传输的偏振特性［Ｊ］．中国激光，２００８，３５（１）：６７～７２

７Ａ．Ｅ．Ｓｉｅｇｍａｎ．Ｌａｓｅｒｓ［Ｍ］．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ｃｉｅｎｃｅ

Ｂｏｏｋｓ，ＭｉｌｌＶａｌｌｅｙ，１９８６．６２６～６６２

８Ｓ．Ｙ．Ｓｈｉｎ，Ｌ．Ｂ．Ｆｅｌｓｅｎ．Ｇａｕｓｓｉａｎｂｅａｍｍｏｄｅｓｂｙｍｕｌｔｉｐｏｌｅｓ

ｗｉｔｈｃｏｍｐｌｅｘｓｏｕｒｃｅｐｏｉｎｔｓ［Ｊ］．犑 ．犗狆狋 ．犛狅犮．犃犿，１９７７，

６７（５）：６９９～７００

９Ｚａｕｄｅｒｅｒ Ｅｒｉｃｈ．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ＨｅｒｍｉｔｅＧａｕｓｓｉａｎ ａｎｄ

ＬａｇｕｅｒｒｅＧａｕｓｓｉａｎｂｅａｍｓ［Ｊ］．犑 ．犗狆狋 ．犛狅犮．犃犿．犃，１９８６，

３（４）：４６５～４６９

１０Ｓ．Ｓａｇｈａｆｉ，Ｃ．Ｊ．Ｒ．Ｓｈｅｐｐａｒｄ，Ｊ．Ａ．Ｐｉｐｅｒ．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ｉｎｇ

ｅｌｅｇａｎｔａｎｄ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ＨｅｒｍｉｔｅＧａｕｓｓｉａｎｂｅａｍ ｍｏｄｅｓ［Ｊ］．犗狆狋．

犆狅犿犿狌狀．，２００１，１９１（３６）：１７３～１７９

１１ＤａｎＹｏｕｑｕａｎ，ＺｈａｎｇＢｉｎ．Ｃｏｈｅｒｅｎｔｍｏｄ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ｅｌｅｇａｎｔＨｅｒｍｉｔｅＧａｕｓｓｉａｎｂｅａｍｓ ［Ｊ］．犃犮狋犪 犘犺狔狊犻犮犪 犛犻狀犻犮犪，

２００６，５５（２）：７１２～７１６

　 但有全，张　彬．复宗量厄米 高斯光束的相干模表示［Ｊ］．物理

学报，２００６，５５（２）：７１２～７１６

１２Ｌ．Ｍａｎｄｅｌ，Ｅ．Ｗｏｌｆ．Ｏｐｔｉｃａｌ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ａｎｄＱｕａｎｔｕｍ Ｏｐｔｉｃｓ

［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５

１３Ｒ．ＭａｒｔｉｎｅｚＨｅｒｒｅｒｏ，Ｇ．Ｐｉｑｕｅｒｏ，Ｐ．Ｍ． Ｍｅｊｉａｓ．Ｏｎｔｈｅ

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ｋｕｒｔｏｓｉｓ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ｂｅａｍｓ［Ｊ］．犗狆狋．

犆狅犿犿狌狀．，１９９５，１１５（３４）：２２５～２３２

１４Ｓ．Ａ．Ｐｏｎｏｍａｒｅｎｋｏ，Ｊ．Ｊ．Ｇｒｅｆｆｅｔ，Ｅ．Ｗｏｌｆ．Ｔｈｅ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ｏｆ

ｐａｒｔｉａｌｌｙｃｏｈｅｒｅｎｔｂｅａｍｓｉｎ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ｔｍｅｄｉａ［Ｊ］．犗狆狋．犆狅犿犿狌狀．，

２００２，２０８（１３）：１～８

１５Ａ．Ｅ．Ｓｉｅｇｍａｎ．Ｎｅ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ｌａｓｅｒｒｅｓｏｎａｔｏｒ ［Ｃ］．

犛犘犐犈，１９９０，１２２４：２～１４

１６Ｊ．Ｓｅｒｎａ，Ｒ．ＭａｒｔíｎｅｚＨｅｒｒｅｒｏ，Ｐ．Ｍ．Ｍｅｊíａｓ．Ｐａｒａｍｅｔｒ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ａｒｔｉａｌｌｙｃｏｈｅｒｅｎｔｂｅａｍｓ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ｎｇ

ｔｈｒｏｕｇｈ犃犅犆犇ｏｐｔ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Ｊ］．犑．犗狆狋．犛狅犮．犃犿．犃，１９９１，

８（７）：１０９４～１０９８

１７ＢａｉｄａＬｕ，Ｈｏｎｇ Ｍａ．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ｙ ｏｆｅｌｅｇａｎｔａｎ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ＨｅｒｍｉｔｅＧａｕｓｓｉａｎｂｅａｍｓ［Ｊ］．犗狆狋．犆狅犿犿狌狀．，２０００，

１７４（１４）：９９～１０４

７４５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