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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３０年前一篇新型谐振腔论文

楼祺洪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上海２０１８００）

　　作者简介：楼祺洪（１９４２—），男，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光纤激光器及其相干组束技术、陶瓷激光器和准分子激光

器和横向激励大气压ＣＯ２ 激光器等方面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ｑｈｌｏｕ＠ｍａｉｌ．ｓｈｃｎｃ．ａｃ．ｃｎ

　　１９６０年世界上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诞生，我国

的科学工作者在１９６１年９月研制成我国第一台红

宝石激光器。与国外用螺旋型闪光灯作为抽运源不

同，这台激光器采用直管氙灯球型反光器的独特设

计，体现了我国科学工作者的创新精神。

激光的基本结构由三部分组成：

１）工作物质。能产生受激辐射放大的工作物

质是激光器的核心部件，它可以是固体、气体、液体、

半导体，甚至可以是自由电子的束流。

２）激励能源。供给工作物质能量，使其产生粒

子束反转。它可以是光抽运（非相干光和相干光抽

运）、放电激励、化学激励和热激励等。

３）光学谐振腔。光学谐振腔通常由两个一定

曲率半径的反射镜构成，其中一个为全反射镜，另一

个为部分反射镜。

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激光处于快速发展的时期。

不同的工作物质、不同的激励方法以及不同的光学

谐振腔，使激光的种类层出不穷，而光学谐振腔作为

光学的特殊分支也是科学工作者重点研究的领域之

一。今年是《光学学报》创刊３０周年，使我回忆起我

在《光学学报》第１卷第２期发表的论文《一种适用

于ＴＥＡ二氧化碳激光器的谐振腔》。

笔者当时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

所从事横向受激大气压（ＴＥＡ）ＣＯ２ 激光器的研究，

ＴＥＡＣＯ２ 激光增益介质是一个长方体，增益系数约

为每厘米３％以上，在没有选模机构的自由振荡条

件下，输出是多模振荡的矩形截面光束。由凹面镀

金全反射镜和锗平镜组成激光谐振腔，由于锗腔片

两个反射面不完全平行，输出光斑呈现明显的干涉

条纹，如图１所示。

为了改进其光束质量，我们采用共焦型非稳腔，

图１ 平凹腔ＣＯ２ 激光输出光斑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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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输出光斑中间部分是没有输出的，给激光应用（例

如材料处理）研究带来不便。在一次所学术委员会

会议的间隙，我和王之江先生讨论采用这种方法可

以改进激光束的光束质量又可以获得均匀的光斑输

出。王之江先生认为谐振腔不必是中心对称的，可

以将耦合孔开在边上。为此我设计了一种耦合孔在

边上的“Ｌ”型输出腔片，图 ２（ａ）是它的结构，

图２（ｂ）给出它具有良好均匀性的光斑。

除了光斑呈正方形之外，激光束的发散角从原

来的１３μｒａｄ下降到３～４μｒａｄ。当时正逢中国光

学学会成立，并筹备创刊《光学学报》这一新的杂志。

我很快把所得到的结果写成论文投向《光学学报》。

文章发表在《光学学报》第１卷第２期上。

１９８９年，英国ＨｅｒｉｏｔＷａｔｔ大学物理系 Ｈａｌｌ教

授等报导了一种大面积的横向平板放电ＣＯ２ 激光

器，它采用了一种非对称的非稳腔结构。图３为其

结构示意图，将输出腔的一端留一个缺口为耦合输

出。该报道距我们论文的发表已有８年左右。很可

惜，当时我国还未建立专利机构，不然的话，当时就

可以申请一个谐振腔的发明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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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ａ）“Ｌ”型输出腔片的谐振腔；（ｂ）“Ｌ”型输出腔片的输出光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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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大面积均匀放电ＣＯ２ 激光器的一种非稳腔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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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今《光学学报》已经创刊３０周年，由当时的双

月刊发展成月刊，每期的页数从当时的９６页发展到

现在的３００页左右。她已成为我国光学界的著名专

业刊物，２０１０年影响因子达到２．０，在国内物理类

科技期刊中排名第一，并连续７年荣获“中国百种

杰出学术期刊”。在我的办公室里，保存有从创刊号

到现在的每一期《光学学报》，虽然有了电子版，纸

版期刊在文献调研时仍然起着很重要的参考作用。

我和我的课题组依然把《光学学报》作为发表科研进

展的重要刊物，２００６年第２６卷第７期上发表的论

文《采用国产大模场双包层光纤的７１４Ｗ 连续光纤

激光器》被中国科协评为年度优秀论文，彰显了《光

学学报》始终致力于为我国光学科技人员和国内外

同行进行学术交流，开展学术讨论的办刊宗旨。她

为光学科技工作者提供了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

正如王大珩先生在创刊号上发表的《我国光学

科学技术的若干进展》一文所述：“中国光学学会的

成立和《光学学报》的创刊，是我国光学界的一件大

事”。《光学学报》留下了我国光学发展史的重要足

迹。在此，我要感谢《光学学报》为我这一新型谐振

腔结构的发表留下历史的见证，为我们科技成果的

发表提供交流的平台。祝《光学学报》越办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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