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第３１卷　第３期 光　学　学　报 Ｖｏｌ．３１，Ｎｏ．３

２０１１年３月 犃犆犜犃犗犘犜犐犆犃犛犐犖犐犆犃 犕犪狉犮犺，２０１１

共振增强的光学参变下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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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多光子纠缠态是量子通讯网络中的重要资源，光与二阶非线性介质相互作用的自发参变下转换过程是目前

制备多光子态较成熟的方案之一。尽管脉冲光可以提高非线性转换效率并简化通信协议，但是进一步增强光与介

质间的相互作用对提高多光子的产生效率依然必要。设计了飞秒脉冲激光谐振腔系统，在不改变脉冲重复频率和

频率梳结构的情况下，提高了下转换过程的参变增益，从而获得更有效的多光子态输出。与传统的脉冲光单次穿

过晶体方案相比，单光子与双光子的产生率分别提高６．２５倍和３８．６倍。实验结果与理论分析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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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光学参变振荡器（ＯＰＯ）是产生非经典光场的

重要技术手段，在产生频率可调谐光源［１］、压缩［２］和

纠缠态光场［３，４］等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通

过ＯＰＯ过程所产生的各种非经典光源尤其是纠缠

光源，它可以应用于引力波探测［５］等量子测量、量子

离物传态和量子密集编码等量子信息诸多领域。利

用光学参变过程，在分离变量纠缠源的制备方面，已

经从两光子［６］扩展到三光子［７］、四光子［８］、五光子［９］

ＧＨＺ纠缠态以及四光子 Ｃｌｕｓｔｅｒ态
［１０］、六光子

ＧＨＺ纠缠态、Ｃｌｕｓｔｅｒ纠缠态
［１１］和 Ｄｉｃｋｅ态

［１２］；在

连续变量纠缠源的制备方面，获得了ＥＰＲ纠缠光

束［１３］、明亮ＥＰＲ纠缠光束
［３］、三组份纠缠态光场［４］

以及四组份ＧＨＺ和Ｃｌｕｓｔｅｒ纠缠态光场
［１４］。

参变下转换的效率是提高非经典特性的关键，

提高参变下转换效率最直接的方法之一是增加抽运

光的功率［１５］，因此利用脉冲光具有较高的峰值功率

这一特性，脉冲抽运的光学参变过程最初受到普遍

关注［１６］。量子信息研究中，脉冲非经典光的应用还

可以简化量子通讯协议［１７］。而在脉冲参变过程中，

０３２７０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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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峰值功率有二种方法：其一是脉冲激光经过再

生放大系统进一步提高脉冲光的峰值功率，但是该

系统构造复杂，成本较高，而且以降低脉冲光的重复

频率为代价［１８］，从原理上来说，也破坏了飞秒脉冲

激光原有的频率梳的结构；另一种方法则是利用脉

冲光学谐振腔技术，它不仅结合了飞秒脉冲瞬时功

率高和谐振腔对光进行放大的优点，又保持了原有

的频率梳结构，可以获得脉冲光在原有特性基础上

的进一步放大。２００８年，意大利一研究组利用脉冲

谐振腔技术增强３９３ｎｍ，８２ＭＨｚ的皮秒脉冲，从

而获得产生效率较高的２光子福克（Ｆｏｃｋ）态
［１９］；近

期有实验报道，经过脉冲谐振腔技术放大３９０ｎｍ，

８１ＭＨｚ飞秒抽运光峰值功率，获得有效参变下转换

过程，得到了７８０ｎｍ的６光子迪克（Ｄｉｃｋｅ）态
［１２］。在

飞秒脉冲谐振腔实验研究中，其超短、周期性脉冲带

来两大问题：１）由于腔内色散对飞秒脉冲频率梳的

影响较大［２０］，在没有色散补偿介质的情况下光与腔

模之间的耦合度较低，限制了腔对于脉冲光的放大

作用；２）为了匹配脉冲重复频率，其腔长必须与激光

谐振腔匹配，腔的机械稳定性变差，因此在锁定谐振

腔方面会带来很大的实验难度。本文设计了飞秒脉

冲激光谐振腔系统，有效地提高了参变下转换纠缠

光子对的产生效率，为下一步进行脉冲压缩和纠缠

光束的制备提供了一定的指导。

２　基本原理

对于一般的激光谐振腔或 ＯＰＯ腔（以驻波腔

为例），其共振条件为

犔＝狇
λ狇
２
　 或 　ν狇 ＝狇

犮
２犔
， （１）

式中犔为腔长，λ狇为光波长，犮为光在真空中的光速，

ν狇为能在腔内产生共振的一系列光的频率，狇为正整

数。腔的纵模间隔为Δν狇＝ν狇＋１－ν狇＝
犮
２犔
，从频域上

看，光频谱中只有那些与腔共振频率相同的频率成

份才能共振。对于脉冲激光抽运谐振腔而言，必须

将谐振腔的腔长锁定在锁模脉冲激光器上，即谐振

腔腔长应等于两个相邻激光脉冲之间的空间长度。

从时域角度来说，腔长的选择应使得在腔内循环的

光脉冲每传输到输入耦合镜时都会与下一个到达输

入耦合镜的脉冲产生相干叠加；从频域角度来说，脉

冲光频率梳（间隔为Δω狇，即脉冲重复频率）应与腔

纵模的多个模式匹配［２１］，如图１所示，假设脉冲光

频率梳分量的频谱宽度小于腔带宽，频率梳分量的

图１ 脉冲光频谱（短虚线）及其包络（长虚线）与

腔纵模（实线）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Ｐｕｌｓｅｄｌａｓ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ｓｈｏｒｔ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ａｎｄｉｔｓ

ｅｎｖｅｌｏｐｅ（ｌｏｎｇ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ａｎｄｃａｖｉｔｙ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ｍｏｄｅｓ（ｓｏｌｉｄｌｉｎｅ）

个数也远小于实际值。图１纵坐标为空腔透射率犛ν。

当光在腔内共振后，光场的相干叠加使得腔内

激光功率增强。功率增强效应的大小 犕 与衡量光

学谐振腔阻尼强弱的参数—品质因子犙 有关。即

腔的犙参数越高，光场在腔内振荡的次数就越多，

表明用于相干叠加的场就越多，增强效应就越强，可

表示为

犕 ∝犙＝ν０狋·
２π
犔ｉｎ
， （２）

式中ν０ 为光场的中心频率，狋为光在腔内循环一周

的时间，犔ｉｎ为腔内总损耗。可以看出，品质因子与

腔长、内腔损耗有关。因为腔长是确定的，所以其仅

与内腔损耗有关。内腔损耗越小，腔的品质因子越

高，腔的放大率就越大。因此，为了获得较高的内腔

光场功率放大率，必须设计一个内腔损耗小的光学

谐振腔。

３　实验装置

实验装置如图２所示，其中Ｒ为反射镜；Ｐ１Ｐ４

为腔镜；ＢＳ为分束器；ＬＢＯ，ＢＢＯ为倍频、下转换晶

体；Ｌ为凸透镜；ＰＺＴ为压电陶瓷；ＤＭ 为双色镜；

ＨＷＰ为半波片；ＰＢＳ为偏振分束器；Ｆ为干涉滤波

片；Ｃ为光纤耦合头；ＳＰＣＭ为单光子探测器。插图

为双光子测量装置。实验中所用的激光器为锁模钛

宝石 飞 秒 激光 器，其输 出基 频光 中 心 波 长 为

８５０ｎｍ，脉宽为１３０ｆｓ，重复频率为７６ＭＨｚ，功率

为１．３Ｗ。基频光除了１０％的能量被反射用于准

直光路外，其余的全部单次穿过ＬＢＯ晶体，产生波

长为４２５ｎｍ，功率为３００ｍＷ 的倍频光。该倍频光

通过透镜组Ｌ１，Ｌ２产生与谐振腔本征模匹配的光

０３２７０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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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模式，然后注入到脉冲谐振腔（图２虚线框内），以

期获得增强的抽运光峰值功率，从而增强下转换效

率。谐振腔为驻波腔，腔长为１．９７ｍ，输入耦合镜

Ｐ１（对波长８５０ｎｍ 消反射，４２５ｎｍ 透射率 犜＝

５．１％）放置在电控平移台上，用于在微米量级上精

确调节腔长；输出镜Ｐ４（对波长８５０ｎｍ 消反射，

４２５ｎｍ反射率犚＞９９．５％）置于压电陶瓷ＰＺＴ２上；

凹面镜Ｐ２和Ｐ３（对波长８５０ｎｍ和４２５ｎｍ的反射

率犚＞９９．５％，犳＝１５ｃｍ）之间的距离为３４ｃｍ，

Ｐ１～Ｐ２，Ｐ３～Ｐ４间的距离均为８１．７ｃｍ。当ＰＺＴ１

上的反射镜Ｒ２对抽运光进行相位调制时，携带腔

失谐信息的透射信号被光电二极管Ｄ１探测并反馈

给ＰＺＴ２用来驱动Ｐ４锁定谐振腔。

图２ 实验装置图

Ｆｉｇ．２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ｅｔｕｐ

　　Ⅱ类共线的ＢＢＯ晶体放置于两凹面镜Ｐ２和Ｐ３

连线中心的腔本征模腰斑处，在抽运光通过谐振腔放

大的同时增强产生自发参变下转换光。双色镜ＤＭ２

将漏出腔外的携带腔失谐信息的微弱抽运光导入光

电二极管Ｄ１用于锁腔，信号光则透过腔输出镜和

ＤＭ２被透镜Ｌ３耦合进入探测系统。偏振方向相互

垂直的信号与闲置光子对被光路中的半波片和偏振

分束器组合完全分开后，分别经过带宽为１０ｎｍ的干

涉滤波片滤除漏过的抽运光子和杂散光子，最后导入

单光子探测器进行单光子计数测量；并结合符合计数

进行双光子计数的测量（图２插图所示）。

由于该谐振腔腔长在米的量级，而且相邻脉冲之

间的间隔也受锁模激光器腔长和光路中色散元件的

影响而不断变化［２２］，因此锁定腔有着很大的难度。

图３（ａ）是根据ＰＤＨ锁腔原理
［２３］设计的锁腔电路示

意图。锁相放大器ＯＳＣ端口输出的调制信号加载到

ＰＺＴ１上用来调制脉冲光，携带腔失谐信息的腔透射

信号经光电二极管Ｄ１探测后送入信号输入端Ａ。该

信号和调制信号相乘并滤波后，从Ｘｏｕｔ端口输出误

差信号，由高压放大器ＨＡ推动ＰＺＴ２不断改变腔长

使之与锁模激光器输出的相邻脉冲之间的空间距离

相同。将腔锁定后，腔的透射信号如图３（ｂ）所示，频

率稳定性约为２０ＭＨｚ，远小于飞秒脉冲光吉赫兹量

级的谱宽，这表明伺服系统可以将谐振腔稳定地锁定

在入射激光的共振状态。

图３ （ａ）锁腔电路，（ｂ）锁腔后腔透射信号

Ｆｉｇ．３ （ａ）Ｓｋｅｔｃｈｏｆｌｏｃｋｉｎｇｃａｖｉｔｙ，（ｂ）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ｅｄｓｉｇｎａｌａｆｔｅｒｃａｖｉｔｙｌｏｃｋｉｎｇ

４　实验结果与讨论

４．１　放大率

当内腔损耗较低时，精细度可定义为

犉＝２π／（犜＋犔），

式中犜为输入耦合镜的透射损耗；犔为光在腔内传

输一周时的总损耗（不包括输入耦合镜的透射损

耗），包含由于腔镜反射不完全、腔内色散介质的透

射率非理想、空气中微粒对光的散射作用以及腔内

光束偏离光轴传输而散射至腔外等因素带来的损

耗。实验中测得腔的精细度为３６，而输入耦合镜的

透射率为犜＝５．１％，因此内腔损耗犔约为１２．３％。

当犜≠犔即谐振腔没有达到阻抗匹配条件时，

放大率表示为［１９］

犕 ＝
犜

［１－ （１－犜）（１－犔槡 ）］２
． （３）

　　放大率、输入耦合镜透射率和内腔损耗之间的关

０３２７０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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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如图４所示。当内腔损耗越小时，放大率越大；内

腔损耗一定时，放大率随输入耦合镜透射率的增加先

增加后减小，当满足阻抗匹配条件时，放大率达到最

大值。由犜＝５．１％，犔＝１２．３％可得犕为６．６。

图４ 不同内腔损耗条件下，放大率与输入耦合镜

透射率的关系

Ｆｉｇ．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ａｇ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ａｎｃｅ

ｏｆｉｎｐｕｔ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ｍｉｒｒｏｒ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ａｖｉｔｙｌｏｓｓｅｓ

４．２　参变增益

在光与介质相互作用过程中，谐振腔对下转换

过程参变增益的提高可由抽运光分别注入谐振腔和

单次穿过晶体时纠缠光子对产生率的比值来表征。

当加入Ｐ１镜时，相当于抽运光在谐振腔内共振增

强后与晶体发生相互作用；当移除Ｐ１镜时，相当于

抽运光单次穿过晶体。两种方案中除了实际参与相

互作用的抽运光的功率不同外，其他与光子产生率

有关的参数如抽运光在晶体位置处的光斑大小、下

转换光的发散角和光子收集效率等均完全相同。

单光子产生率的测量可由单光子探测器

ＳＰＣＭ１或ＳＰＣＭ２完成。随着抽运光功率的提高，

每个抽运脉冲产生多光子的几率变大，为了更可靠

地测量单光子的产生率，将抽运功率降至２０ｍＷ，

并测量了谐振腔输出的一对下转换光子的ＨＯＭ干

涉，如图５所示。

图５ ＨＯＭ测量结果

Ｆｉｇ．５ ＨＯＭ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

ＨＯＭ干涉的可见度为７５％，充分证明了实验

获得的是较纯的单光子源而非多光子或经典光源以

及同时产生的信号光子和闲频光子波包之间具有高

度相似性［２４］。两种方案下光子计数统计分布狆（狀）

（狀为光子计数），如图６所示，其中计数周期为

６５５３６ｎｓ，总的测量时间为２ｓ。当计数周期远大于

光场的相干时间时，光子统计分布为热光场的下转

换光，其光子计数统计分布为负二项分布。而实验

中所产生的下转换光的相干时间τ完全取决于干涉

滤波片的带宽犅：

τ＝
（４λ

２
－犅

２）ｌｎ２
２π犮犅

．

图６ 谐振腔内共振增强和单次穿过晶体时光子计数

统计分布与理论曲线

Ｆｉｇ．６ Ｐｈｏｔｏｎ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ｃｕｒｖｅｕｎｄｅｒｃａｖｉｔｙ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ｓｃｈｅｍｅａｎｄ

　　　　　　　ｔｒａｖｅｌｌｉｎｇｗａｖｅｓｃｈｅｍｅ

　　将相应的参数代入可得相干时间约为１１０ｆｓ，

为下转换光脉宽的量级，远小于６５５３６ｎｓ的计数周

期，因此利用负二项分布公式来拟合光子计数统计

分布。结果显示，实验数据点与理论曲线之间的重

合度很高；谐振腔和单次穿过方案测量到的平均光

子数分别为７．５和１．２。因为单光子产生率犘１∝犐

（抽运光光强），所以理论上两种不同的方案中单光

子产生率的比值为

犘１ｃａｖｉｔｙ／犘１ｓｉｎｇｌｅｐａｓｓ＝犐ｃａｖｉｔｙ／犐ｓｉｎｇｌｅｐａｓｓ＝犕 ＝６．６

而实验测量得到的比值为７．５／１．２＝６．２５，与理论

值比较接近。

双光子产生率的测量可由光纤分束器和符合计

数模块Ｐ７８８８（ＦＡＳＴＣｏｍＴｅｃＩｎｃ．）来共同完成，其

定义为

犘２ ＝２×犖Ｃ，

式中犖Ｃ 为单位时间内的符合计数，常数因子“２”是

由于光纤分束器对于双光子５０％的不确定分束概

率所引入的。谐振腔和单次穿过方案测量到的双光

子产生率分别为０．５４和０．０１４。而双光子产生率

犘２∝犘
２
１，因此理论上两种方案中双光子产生率的比

值为

犘２ｃａｖｉｔｙ／犘２ｓｉｎｇｌｅｐａｓｓ＝犕
２
＝４３．５６

０３２７０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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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实验测量得到的比值３８．６（０．５４／０．０１４）定性

一致。

５　结　　论

飞秒脉冲激光谐振腔可以在输入光功率不变的

情况下，提高光与非线性介质相互作用的参变增益

并促进非经典态的有效产生。要进一步增强非线性

相互作用，应使用镀膜参数更好的腔镜和晶体，并采

用光纤或柱面镜对抽运光进行空间滤波以提高光场

与腔本征模的耦合程度，使得内腔损耗降到最

低［２５］；选用满足阻抗匹配条件的输入耦合镜。如当

内腔损耗为１％且输入镜的透射率满足阻抗匹配条

件即１％时，参变增益将提高１００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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