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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阈值激光功率密度下 Mg原子的非序列双电离

冯凤珍,白丽华,郑晓晓
上海大学理学院,上海２００４４４

摘要　基于经典系综模型,研究了 Mg原子在低于重碰撞阈值激光功率密度下的非序列双电离(NSDI).当少周期

量级线性偏振激光的功率密度为３．０×１０１３ Wcm－２时,末态关联电子动量分布中的电子对主要分布在第一、第二

和第四象限,第一象限中的电子对呈现了明显的关联行为.分析了重碰撞和双电离之间的延迟时间,发现不同的

延迟时间对应着不同的电离过程,延迟时间对电子出射过程具有显著影响;延迟时间小于半个周期的NSDI事件,

双电子倾向于反方向出射,而延迟时间大于半个周期的,存在双电子同方向出射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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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nonsequentialdoubleionization NSDI ofMgatomsbelowtherecollisionthresholdlaserpower
densityisinvestigatedbasedontheclassicalensemblemodel敭ForafewＧcyclelinearlypolarizedlaserpulseswit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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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强激光脉冲与原子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一直备

受关注[１Ｇ４].许 多 非 线 性 光 学 现 象,如 多 光 子 电

离[５]、阈上电离[６]、高次谐波[７]以及非序列双电离

(NSDI)等得到广泛研究.其中 NSDI现象中包含

的丰富的物理过程为电子关联[８Ｇ９]提供了一种新的

研究方向.通过“膝盖”结构,Fittinghoff等[１０]发

现,实验上观察到的二价离子的产额远大于基于单

电子近似[１１]计算得到的数量.这说明强激光场中

原子的最外层电子并不是独自电离的,必定存在其

他电离方式,因此研究人员引入了 NSDI的概念.
“重碰撞”模型被提出并用来解释 NSDI过程[１２Ｇ１４]:
原子最外层一个电子通过隧穿电离的方式被释放到

电场中并随激光场振荡,当激光场方向改变时,这个

电子可能返回到离子核附近并与离子核发生碰撞,
返回电子会传递能量给束缚电子,当返回电子分配

给束缚电子的能量高于电离势时,束缚电子在重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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撞之后被电离,当返回电子分配的能量不足以直接

释放束缚电子,但是可以将束缚电子激发到激发态

时,束缚电子在重碰撞之后的电场峰值附近被电离.
以上两种过程分别对应着碰撞直接电离与碰撞激发

电离过程[１５].在研究 NSDI现象特 别 是 经 典 的

NSDI现象时,如V型结构[１６Ｇ１７]、十字架结构[１８]、反
关联向关联现象的转移[１９]等,关联电子动量分布

(CMD)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随着超快激光技术的快速发展,周期量

级激光脉冲得到广泛研究[２０Ｇ２１].周期量级激光脉冲

中原子的NSDI现象已经成为研究热点之一,这是因

为周期量级激光脉冲可以保证只发生一次重碰撞,从
而避免多次重碰撞对NSDI物理过程的干扰[２２].Li
等[２３]发现,在周期数较少的线偏振激光脉冲下,沿激

光场偏振方向的二价离子动量分布强烈依赖于载波Ｇ
包络相位.Bergues等[２４]在周期量级线偏振激光脉

冲驱动原子NSDI的实验中观察到一个近似“十字

架”的结构.Huang等[１８]基于经典系综模型重复并

研究了该近似“十字架”的结构,指出两种电离机制对

“十字架”结构的形成具有同等的贡献.
本文利用一种基于含时牛顿运动方程的经典系

综 模 型,研 究 了 Mg 原 子 在 激 光 中 心 波 长 为

８００nm,激光功率密度远低于阈值的周期量级线偏

振激光脉冲中的NSDI现象,激光脉冲周期数为３.
当激光功率密度为３×１０１３ Wcm－２时,CMD中电

子对主要分布在第一、第二和第四象限,第一象限的

电子对动量分布呈现明显的关联性.而当激光功率

密度降低为１×１０１３ Wcm－２时,CMD中电子对主

要分布在第二、四象限,这与Liu等[２５]的研究结果

一致.低于阈值的不同激光功率密度下,Mg原子

的NSDI不同,重碰撞和双电离之间不同的延迟时

间对应的电离过程对CMD中的电子动量分布发挥

了不同的作用.

２　理论方法

采用了基于数值求解含时牛顿运动方程的经典

系综方法[２６Ｇ２７],得到的NSDI结果与许多实验观察

到的现象吻合[２８Ｇ２９].本文均采用原子单位制a．u．,
两个电子ei(i＝１,２)在激光场中的哈密顿量为

H ＝He＋(r１＋r２)E(t), (１)
式中He 为无激光场时双电子的哈密顿量;r１、r２ 分

别为两个电子在二维空间中的位置矢量;E(t)＝

E０f(t)cos(ωt＋φ)x̂ 为外加激光场,其中E０、ω 和

φ 分别为激光场的振幅、频率和载波Ｇ包络相位,

f(t)为脉冲包络函数,x̂ 为沿激光场偏振方向的张

量.这里使用了梯形脉冲包络函数,脉冲包络函数

的第一个光学周期线性增大,最后一个光学周期线

性减小到０,中间的光学周期保持最大值.对于 Mg
原子,He ＝－０．８３a．u．.假设原子核位于坐标原

点,则两个电子的哈密顿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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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ri、pi 分别为第i个电子的空间位置矢量和动

量;２/r２i＋a２为离子核与电子之间的软核库仑势;

１/ (r１－r２)２＋b２为电子与电子之间的软核库仑

势;计算中,软核系数[３０]a 被设置为２．４,b被设置为

１．０,以获得足够多的NSDI事件.
基于数值求解含时牛顿运动方程的经典系综方

法分为三步:１)根据所得的原子的哈密顿量,通过

高斯随机矩阵给出两个电子的空间位置,从而计算

得到两电子的总势能,如果原子的哈密顿量大于总

势能,则筛选出这些坐标,之后将总动能(哈密顿量

减去势能)随机分配给两个电子;２)两个电子在没

有电场的情况下演化一段时间以获得稳定的系综;

３)打开激光场,两个电子的演化由电场和库仑场共

同决定,即由含时牛顿运动方程决定:

dri

dt ＝
∂H
∂pi
,dpi

dt ＝－
∂H
∂ri
. (３)

　　通过求解４~５阶龙格库塔方程得到各电子的

空间位置和速度大小.在激光脉冲结束时,需要确

认电子的电离情况,当两个电子的能量都大于零时,
定义为发生双电离事件[３１].当两个电子在激光场

和库仑场共同作用下运动时,记录两个电子之间的

距离以及各自的能量,将两个电子间距离最小的时

刻定义为重碰撞时刻,两个电子的能量都大于零的

时刻定义为双电离时刻.激光脉冲结束后,统计出

重碰撞事件产额随重碰撞时刻的分布以及双电离事

件产额随双电离时刻的分布.

３　结果和讨论

在讨论之前,首先计算 Mg原子对应的碰撞阈

值激光功率密度:

３．１７Up＝ Ip２ , (４)
式中Up＝E２

０/４ω２ 为有质动力能;Ip２为 Mg原子的

第二电离势能,约为０．５５a．u．.计算得到的阈值激

光功率密度近似为７．９×１０１３ Wcm－２,可知所选

０７０２００３Ｇ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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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激光功率密度远低于碰撞阈值对应的激光功率

密度.将激光场的偏振方向定义为x 方向,将垂直

于激光场偏振方向的方向定义为y 方向.图１(a)
所示为激光功率密度为１×１０１３ Wcm－２的线偏振

激光脉冲驱动 Mg原子NSDI的末态纵向(x 方向)

CMD,激光脉冲宽度为３个光学周期.图１(a)中明

亮区域代表电子对分布密集.横坐标为第一个电子

沿x 方向的动量分量大小px
e１,纵坐标为第二个电

子沿x 方向的动量分量大小px
e２.CMD中分布在

第一、三象限的电子对表示两个电子同方向出射,而
分布在第二、四象限的电子对表示两个电子朝相反

的方向运动.在图１(a)中,CMD在第二、四象限呈

现出明显的亮斑区域.图１(b)所示为Mg２＋沿x 方

向的 动 量 分 布,其 中 px
ion＝ －(px

e１＋px
e２).由

图１(b)可以看出,该动量分布呈现明显的单峰结

构,表明电子主要朝相反的方向出射.这与文献

[２５]中Ar原子在低强度激光脉冲驱动下NSDI展

示的反关联行为一致.图１(c)、(d)所示为在激光

功率密度３×１０１３ Wcm－２下末态关联电子对沿x
方向和y 方向的CMD.如图１(c)所示,分布在第

二、四象限的电子对相较于图１(a)所示的更加明

亮,表明大部分电子朝反方向出射;第一象限出现了

明亮的区域,表明两个电子都沿x 方向出射.如图

１(d)所示,py
e１和py

e２分别为第一个电子和第二个电

子沿y 方向的动量分量,可以看到电子对均匀地分

布在４个象限,坐标原点附近分布较少.由以上分

析可知,在低于碰撞阈值的不同激光功率密度下,

Mg原子的NSDI呈现出不同的微观动力学.

图１ 激光功率密度１．０×１０１３ Wcm－２下(a)末态关联电子对沿x 方向的CMD和(b)Mg２＋的动量分布;

激光功率密度３×１０１３ Wcm－２下末态关联电子对沿(c)x 和(d)y 方向的CMD

Fig敭１  a CMDofcorrelatedelectronpairsatfinalstateand b momentumdistributionofMg２＋ when

laserpowerdensityis１×１０１３ W cm－２ CMDsalong c xand d ydirectionsofcorrelated
electronpairsatfinalstatewhenlaserpowerdensityis３×１０１３ W cm－２

　　计算了激光功率密度为３×１０１３ Wcm－２时,

NSDI中重碰撞和双电离之间的延迟时间(Δt)分
布,如图２所示.图２(a)所示为NSDI轨道随延迟

时间的数量分布,由图２(a)可知,大多数NSDI事件

发生在前两个峰值内,在之后的峰值处逐渐减少直

至消失.为了简单而不失一般性,选取Δt＝０．５T
(T 为激光场的光学周期)进行研究,如图２(a)中红

线标记位置所示.图２(b)、(c)所示分别为 Δt＜
０．５T和Δt＞０．５T 时对应的两个电子沿x 方向的

CMD.当Δt＜０．５T 时,两电子主要分布在第二、四
象限,如图２(b)所示,说明此时两个电子向反方向

出射;当Δt＞０．５T 时,CMD的第一象限分布情况

说明两个电子呈现了明显的同向出射,这对应着

图１(c)中出现的关联电子分布.

图２ (a)NSDI轨道数量随延迟时间的分布;(b)Δt＜０．５T 和(c)Δt＞０．５T 时,两电子沿x 方向的CMD
Fig敭２  a NSDItrajectorycountsversusdelaytime CMDsoftwoelectronsalongxdirectionfor

 b Δt＜０敭５Tand c Δt＞０敭５T

　　分别统计了两种延迟时间下的重碰撞和双

电离轨道随时间的数量分布,如图３所示,其中

黑色虚线为激光场的电场分布.图３(a)、(b)所
示分别对应图２(b)、(c)中电子轨道随时间的数

０７０２００３Ｇ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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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分布.如图３(a)所示,当 Δt＜０．５T 时,绿 色

区域表示的重碰撞分布和红色区域表示的双电

离分布都存在两个明显的、较宽的单峰区域.几

乎所有重碰撞事件都发生在第二个光学周期内,
双电离的两个单峰结构分别对应着重碰撞的两

个单峰结构,之间的延迟时间均小于半个光学周

期.当Δt＞０．５T 时,如图３(b)所示,绿色区域

代表的重碰撞分布只有一个单峰结构,而红色区

域表示的双电离事件在第二、三个周期中都有分

布,表明束缚电子并没有在重碰撞之后的第一个

电场峰值处被电离,而是等待了大约一个周期时

间后被电离.

图３ (a)Δt＜０．５T 和(b)Δt＞０．５T 时,重碰撞事件(绿色区域)和双电离事件(红色区域)随延迟时间的分布

Fig敭３ Recollisionevents greenregion anddoubleionizationevents redregion versusdelay
timewhen a Δt＜０敭５Tand b Δt＞０敭５T

　　分别研究了重碰撞时刻及之后时刻两电子的能

量变化,如图４所示.图４(a)、(b)所示分别为Δt＜
０．５T 时,重碰撞时刻(１．１４T)及０．２T 后时刻(１．３４T)
的关联电子能量分布.如图４(a)所示,电子对主要分

布在第二、四象限且位于反对角线之下,表明一个电

子的能量大于０且较小,另一个电子的能量小于０且

较大,这两电子分别代表返回电子与束缚电子.在重

碰撞之后０．２T 时刻,电子对集中在第三象限,两个电

子的能量都小于０,表明返回电子被束缚,如图４(b)

所示.图４(c)、(d)所示分别为Δt＞０．５T 时,重碰撞

时刻(１．１６T)以及０．５T 后时刻(１．６６T)的关联电子能

量分布.如图４(c)所示,大部分电子分布在第二、四
象限,表明了返回电子以及束缚电子的能量状态.在

重碰撞发生后半个周期的时刻,几乎所有的电子对都

集中分布在第二、四象限,如图４(d)所示.其中一个

电子的能量小于０且较小,表明此电子处于束缚状

态,而 另 一 个 电 子 的 能 量 大 于０且 分 布 在０~
０．５a．u．,表明该电子在电场中运动.

图４ (a)１．１４T,(b)１．３４T,(c)１．１６T,(d)１．６６T 下的关联电子能量图

Fig敭４ CorrelatedＧelectronenergydistributionsunder a １敭１４T  b １敭３４T  c １敭１６Tand d １敭６６T

０７０２００３Ｇ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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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以上能量变化,追踪了两个电子的能量以及

动量演化轨道,发现了两种经典运动轨道,如图５所

示,其中px 表示电子在激光场偏振方向上的动量大

小.电子的末态动量由两部分组成:电离时刻产生的

初始动量以及由电场加速引起的的牵引动量.初始

动量受两个电子之间的能量分配情况以及出射角度

影响,一般比较小,故重碰撞结束时刻两个电子主要

受牵引动量的影响.电场的牵引动量近似为

pdrift＝－∫ti
E(t)dt, (５)

式中ti为电子电离时刻.由 (５)式可知,激光电场

强度为０处附近的电离电子可获得的牵引动量较

大,而激光电场强度峰值附近的电离电子获得的牵

引动量较小.

图５ 电子的(a)(c)能量和(b)(d)动量轨道

Fig敭５  a  c Energyand b  d momentumtrajectoriesofelectrons

　　如图５(a)所示,红色曲线第一次大于零时代表

原子最外层的一个电子被隧穿电离成自由电子,这
个电子随电场来回振荡,在１．１７T 时刻,红色曲线

急剧下降,表明此处发生重碰撞事件,返回电子传递

能量给束缚电子.然而,发生重碰撞之后两个电子

的能量都小于零,这表示返回电子不但没有“敲打”
出第二个电子,自己反而被束缚在离子核周围,在下

一个电场峰值处,两个电子的能量都大于零,表示两

个电子几乎同时被电离,并获得了较小的牵引动量.
由于激光场作用力小于库仑力作用,两个电子在库

仑力作用下最终向反方向出射[１９],如图５(b)所示.
这种电离轨道对应着图２(b)中第二、四象限分布的

电子对.当Δt＞０．５T 时,返回电子在电场强度为０
处的附近与第二个电子发生重碰撞并分配能量,自
己被离子核俘获,如图５(c)所示.而束缚电子此时

得到足够的能量直接被电离,如图５(d)所示.该电

子在随后电场改变方向时获得了较大的、正的牵引

动量并随电场运动,在脉冲结束时刻向正方向出射.
被俘获的返回电子在离子核周围小幅度振荡,等待

了约一个周期之后在电场峰值处被电离,获得了较

小的牵引动量,由于之后的电场强度较小并且激光

脉冲很快结束,最终返回电子也向正方向出射.对

于Δt＞０．５T 的运动轨道,存在的另一种情形,即返

回电子发生重碰撞之后没有被离子核俘获并且继续

随电场运动,而束缚电子获得能量后处于激发态,然
后等待约一个周期后在电场峰值附近被电离,最终

两个电子也向同方向出射.这两种轨道形成的同方

向出射电子对应着图２(c)所示情形.
图６(a)所示为Δt＜０．５T 时,激光功率密度１×

１０１３ Wcm－２下 Mg原子 NSDI中沿 x 方向的

CMD.由图６(a)中第二、四象限中的两个亮斑可

知,几乎所有的 NSDI事件对应的延迟时间都少于

半个光学周期,而对应Δt＞０．５T 的 NSDI事件过

少.图 ６ (b)展 示 了 激 光 功 率 密 度 为

１×１０１３ Wcm－２时重碰撞事件和双电离事件随时

间的分布,其中绿色区域表示重碰撞分布,红色区域

表示双电离分布.可以发现,大部分的重碰撞发生

在第二个光学周期的后半周期,而双电离则集中在

之后的电场最大值附近,重碰撞和双电离之间的延

迟时间小于半个周期.图６(c)、(d)分别展示了在

激光功率密度为２×１０１３ Wcm－２的激光脉冲驱动

下Mg原子NSDI中末态电子对沿x方向的C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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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a)激光功率密度为１×１０１３ Wcm－２时,NSDI中Δt＜０．５T 对应的沿x 方向的CMD;

(b)重碰撞事件(绿色区域)和双电离事件(红色区域)随时间的分布;激光功率密度为２×１０１３ Wcm－２时,NSDI中

(c)Δt＜０．５T 和(d)Δt＞０．５T 对应的沿x 方向的CMD

Fig敭６  a CMDalongxdirectioninNSDIforΔt＜０敭５T whenlaserpowerdensityis１×１０１３ Wcm－２ 

 b recollisionevents greenregion anddoubleionizationevents redregion versustime CMDsalongxdirectionin
NSDIfor c Δt＜０敭５Tand d Δt＞０敭５T whenlaserpowerdensityis２×１０１３ Wcm－２

当Δt＜０．５T时,电子对在第二、四象限的分布更加

明显,如图６(c)所示.而当Δt＞０．５T 时,在第一象

限分布的亮斑依旧存在,如图６(d)所示.

４　结　　论

基于经典系综模型,研究了 Mg原子在低于碰

撞阈值的激光功率密度下的 NSDI.研究结果表

明,对于低于阈值的不同的激光功率密度,Mg原子

的NSDI呈现出不同的电子动力学现象.研究了重

碰撞和双电离之间的延迟时间对应的电离过程,发
现不同的延迟时间对应着不同的电离过程.对于延

迟时间Δt＜０．５T的NSDI事件,大多数电子表现出

反关联行为,离子核的吸引力以及电子之间的库仑

斥力对电子运动过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于延迟

时间Δt＞０．５T的NSDI事件,部分电子表现出明显

的关联行为,这与离子核对电子的吸引力有关.

参 考 文 献

 １ 　WeberT WeckenbrockM StaudteA etal敭RecoilＧ
ion momentum distributionsforsingleanddouble
ionizationofheliuminstronglaserfields J 敭Physical
ReviewLetters ２０００ ８４ ３  ４４３Ｇ４４６敭

 ２ 　LiuX RottkeH EreminaE etal敭Nonsequential
doubleionizationatthesingleＧopticalＧcyclelimit J 敭
PhysicalReviewLetters ２００４ ９３ ２６  ２６３００１敭

 ３ 　EreminaE LiuX RottkeH etal敭Influenceof
molecularstructureondoubleionizationofN２andO２
byhighintensityultrashortlaserpulses J 敭Physical
ReviewLetters ２００４ ９２ １７  １７３００１敭

 ４ 　WangX EberlyJH敭ClassicaltheoryofhighＧfield
atomicionization using elliptical polarization J 敭
PhysicalReviewA ２０１２ ８６ １  ０１３４２１敭

 ５ 　RudenkoA ZrostK SchröterCD etal敭Resonant
structuresinthelowＧenergyelectroncontinuumfor
singleionizationofatomsinthetunnellingregime

 J 敭JournalofPhysicsB Atomic Molecularand
OpticalPhysics ２００４ ３７ ２４  L４０７ＧL４１３敭

 ６ 　AgostiniP FabreF MainfrayG etal敭FreeＧfree
transitionsfollowingsixＧphotonionizationofxenon
atoms J 敭PhysicalReviewLetters １９７９ ４２ １７  
１１２７Ｇ１１３０敭

 ７ 　ZengZ N LiR X Yu W etal敭Effectofthe
carrierＧenvelopephaseofthedrivinglaserfieldonthe
highＧorderharmonicattosecondpulse J 敭Physical
ReviewA ２００３ ６７ １  ０１３８１５敭

 ８ 　GoreslavskiiSP PopruzhenkoSV KopoldR et
al敭ElectronＧelectron correlation in laserＧinduced
nonsequentialdoubleionization J 敭PhysicalReview
A ２００１ ６４ ５  ０５３４０２敭

 ９ 　de MorissonFariaC F Liu X敭ElectronＧelectron
correlationinstronglaserfields J 敭Journalof
ModernOptics ２０１１ ５８ １３  １０７６Ｇ１１３１敭

 １０ 　FittinghoffD N Bolton P R Chang B etal敭
Observationofnonsequentialdoubleionization of
helium withopticaltunneling J 敭PhysicalReview
Letters １９９２ ６９ １８  ２６４２Ｇ２６４５敭

 １１ 　BauerD敭TwoＧdimensional twoＧelectronmodelatom
inalaser pulse Exacttreatment singleＧactiveＧ
electronanalysis timeＧdependentdensityＧfunctional
theory classical calculations and nonsequential
ionization J 敭PhysicalReview A １９９７ ５６ ４  
３０２８Ｇ３０３９敭

 １２ 　ChenJ LiuJ FuL B etal敭Interpretationof
momentum distributionofrecoilionsfrom laserＧ
induced nonsequential double ionization by
semiclassicalrescatteringmodel J 敭PhysicalReview
A ２０００ ６３ １  ０１１４０４敭

 １３ 　PanfiliR Haan S L EberlyJ H敭SlowＧdown
collisions and nonsequential doubleionization in
classicalsimulations J 敭PhysicalReview Letters 
２００２ ８９ １１  １１３００１敭

 １４ 　Alnaser A S Osipov T Benis E P et al敭
RescatteringdoubleionizationofD２andH２byintense

０７０２００３Ｇ６



光　　　学　　　学　　　报

laserpulses J 敭PhysicalReview Letters ２００３ 
９１ １６  １６３００２敭

 １５ 　FeuersteinB MoshammerR FischerD etal敭
Separationofrecollisionmechanismsinnonsequential
strongfielddoubleionizationofAr Theroleof
excitationtunneling J 敭PhysicalReview Letters 
２００１ ８７ ４  ０４３００３敭

 １６ 　StaudteA RuizC SchöfflerM etal敭Binaryand
recoilcollisionsinstrongfielddoubleionizationof
helium J 敭PhysicalReviewLetters ２００７ ９９ ２６  
２６３００２敭

 １７ 　YeDF LiuX LiuJ敭Classicaltrajectorydiagnosis
ofafingerlikepatterninthecorrelated electron
momentum distribution in strong field double
ionizationofhelium J 敭PhysicalReview Letters 
２００８ １０１ ２３  ２３３００３敭

 １８ 　Huang C Zhou Y M Zhang Q B et al敭
ContributionofrecollisionionizationtothecrossＧ
shapedstructureinnonsequentialdoubleionization
 J 敭OpticsExpress ２０１３ ２１ ９  １１３８２Ｇ１１３９０敭

 １９ 　ZhangZL ZhangJT BaiLH etal敭Transitionof
correlatedＧelectronemissioninnonsequentialdouble
ionizationofAratoms J 敭OpticsExpress ２０１５ 
２３ ６  ７０４４Ｇ７０５２敭

 ２０ 　Wang S W Zheng J Xue L et al敭PhaseＧ
modulationＧcombination method for generation of
highrepetitionshortpulses J 敭ActaOpticaSinica 
２０１３ ３３ ６  ０６１４００１敭

　　　王世伟 郑君 薛莉 等敭相位调制合束产生高重复

频率短脉冲技术研究 J 敭光学学报 ２０１３ ３３ ６  
０６１４００１敭

 ２１ 　LiuQS CenZF LiXT etal敭SpatialＧtemporalＧ
propertyanalysis ofultrashortpulse propagating
throughrealopticalsystem J 敭ActaOpticaSinica 
２０１３ ３３ １  ０１３２００１敭

　　　刘强生 岑兆丰 李晓彤 等敭超短脉冲通过实际光

学系 统 的 时 空 特 性 分 析 J 敭光 学 学 报 ２０１３ 
３３ １  ０１３２００１敭

 ２２ 　DongSS ChenX ZhangJT etal敭PulseＧduration
effectin nonsequential double ionization of Ar

atoms J 敭Physical Review A ２０１６ ９３ ５  
０５３４１０敭

 ２３ 　LiHY ChenJ JiangHB etal敭CarrierＧenvelope
phasedependenceofnonＧsequentialdoubleionization
infewＧcycle pulses J 敭Optics Express ２００８ 
１６ ２５  ２０５６２Ｇ２０５７０敭

 ２４ 　BerguesB KuelM JohnsonNG etal敭Attosecond
tracing of correlated electronＧemission in nonＧ
sequential double ionization J 敭 Nature
Communications ２０１２ ３ ８１３敭

 ２５ 　LiuY TschuchS RudenkoA etal敭StrongＧfield
doubleionizationofArbelowtherecollisionthreshold
 J 敭Physical Review Letters ２００８ １０１ ５  
０５３００１敭

 ２６ 　PanfiliR EberlyJ H Haan S L敭Comparing
classicalandquantumdynamicsofstrongＧfielddouble
ionization J 敭OpticsExpress ２００１ ８ ７  ４３１Ｇ４３５敭

 ２７ 　HoPJ PanfiliR HaanSL etal敭Nonsequential
double ionization as a completely classical
photoelectriceffect J 敭Physical Review Letters 
２００５ ９４ ９  ０９３００２敭

 ２８ 　ZhouY M LiaoQ LuPX敭Asymmetricelectron
energysharinginstrongＧfielddoubleionizationof
helium J 敭Physical Review A ２０１０ ８２ ５  
０５３４０２敭

 ２９ 　XinGG YeDF ZhaoQ etal敭TheroleofmultiＧ
return induced collisionＧionization in atomic
nonsequentialdoubleionization J 敭 Acta Physica
Sinica ２０１１ ６０ ９  ０９３２０４敭

　　　辛国国 叶地发 赵清 等敭原子 NSDI的多次返回

碰撞电离机理分析 J 敭物理学报 ２０１１ ６０ ９  
０９３２０４敭

 ３０ 　HaanSL BreenL KarimA etal敭Variabletime
lagandbackwardejectioninfullＧdimensionalanalysis
ofstrongＧfielddoubleionization J 敭PhysicalReview
Letters ２００６ ９７ １０  １０３００８敭

 ３１ 　ZhangZL BaiLH ZhangJT敭Doubleionizationof
Ar below the recollision threshold intensity J 敭
PhysicalReviewA ２０１４ ９０ ２  ０２３４１０敭

０７０２００３Ｇ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