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的工作机理
,

说明了大幅度地提高选频输出功率的可能性
。

实验是在典型的封离型 习 激光器中进行的
,

放电长度为 米
,

管径 毫米
。

采用衍射光栅作为谐振腔的一个反射镜进行跃迁选择
。

考虑到现有的光

栅的效率较低
,

采用光栅的零级反射作为输出辐合
。

谐振腔的另一个反射镜是曲率半径为 米的镀金全反

射镜
,

直接密封在放电管的一端
,

放电管的另一端采用布儒斯特角与管轴垂直的 窗密封
。

所用的光栅

线数分别为
、

。、

线 毫米
,

闪耀波长在 微米
,

用 光栅做实验
,

最强线是仁 〕带的 尸

线
,

输出功率高达 盛瓦
,

在 〔沪 沪叼 带和 印沪 一 叼 带的 支和 支进行调谐
,

获得的谱线数

目超过 条
。

在 井 光栅的情形
,

最强线位于【 〕带的 线附近
,

输出 瓦
。

个支的功率分布

相当均匀
。

关于
。

激光器的寿命问题

重庆情报分所 青永斌

激光器的寿命受 分子离解的影响很大
,

由于大部分 和 在阴极表面形成氧化层及氮的氧

化物等
,

使 , 分子浓度降低
,

以致耗尽
,

无激光输出
。

比较有效的解决办法有如下几种 一
、

选用合适的

电极
,

要求它的金属氧化物的离解压力大于 , 的离解压力
,

溅射率低
,

溅射物负离子又极少且不消耗氧的

金属材料
。

满足这些条件最理想的是周期表中第 族元素
。

实验发现 一 阴极
,

含银量
,

含铜

量
,

工作一万二千小时后功率只降低 但在含 混合气体中
,

不能用这种电极
,

只能用 一 合金

电极 还有锗一铂合金和铜阴极效果都很好
。

二
、

补充 气
,

在激光管旁加一补充气源的支管
。

保持碱土金

属碳酸盐源一定温度
,

以维持激光管中 , 分压不变
。

另加一钦吸气剂
,

吸附
。

此外还可加入氧气
,

使

氧化成 仇
,

恢复工作物质浓度
。

三
、

在管内壁上
,

涂以树脂酸铂溶液
,

以降低 仇 的离解
,

从而延长寿

命
。

双放电 激光器非稳定腔输出及

脉冲宽度影响因素的实验研究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傅裕寿 王春奎

在进行激光与物质相互作用及激光工业加工的研究时
,

对 脉冲激光器而言
,

输出光束质量及脉冲

宽度是两个重要的参数
,

本文是对上述两个问题所做的实验研究的总结
。

实验是在力学所自制 的 双放 电
, 激光器上做的

。

实验结果证实 非稳定腔是改进输出光束的有效方法
。

非稳定腔设计成正支共焦

结构
,

腔长 米
,

反射凹面镜曲率半径 米
,

凸反射镜曲率半径 , 米
,

沪 毫米的凸透镜粘贴在锗

片窗口 上
,

锗透射率为 左杭 光输出的近场图样是一个规则的圆环
,

而远场图样是一个均匀圆斑
。

控制脉冲宽度 激光与材料相互作用的一个直接结果
,

就是激光对材料的破坏
。

在同样的光学聚

焦系统中
,

不同的脉宽可以形成不同的功率密度
,

因而引起材料的破坏的物理过程也是极不相同的
,

因此控

制脉冲宽度是十分必要的措志
在双放电 , 激光器件中

,

影响脉冲宽度的主要因素是气比和气压
,

这是因为 激光上能级的集居

数一部分是由于 仇 分子直接电子碰撞激励发出 另一部分是靠与处于上能级 分子碰撞发生共振 转移

所致
,

这种碰撞共振转移导致脉冲宽度的加宽
。

激光器脉宽随气压增高而减刁、 这是 仇 分子碰撞率随气压增加而增加的一个反映
。

因为激光泵浦机



理主要是碰撞
,

在较高的气压下
,

所有的过程以更快的时间速率发乞
我们在气压为

、 、 。、

托的压力下做了各种不同的气比下 气比 ,

印
匀十 从 到 邝 的

范围 脉冲宽度变化的实验
,

结果可使脉宽在 ‘ 微秒的范围内可调
。

对流放电
。

激光器的饱和特性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林光海

从微观的分子模型出发
,

求解了对流冷却电激励 激光器的三能级速率方程
,

除了考虑分子的激励
、

碰撞弛豫
、

受激发射和受激吸收
,

振动能级中的转动分布
、

流动以及 分子与 , 分子振动能级之间的相

互能量转移外
,

还考虑了不同粒子因速度分布而具有的多普勒加宽和受激发射截面的压力加宽 包括自然加

宽
。

在稳态情况下
,

得到了饱和强度的定量解析表达式
二 , 二刁, 。

「 。二。二尸
内

二 , 歹一 一

孟 盆 — 一 二孟 , 号
, 代, 一 弋 一一 , 一 门 忆 , , 一 戈 , 吮羊 尸代一 丫 刀

人 仁 十 丑 公 , 十 下尸 又了 十 下夕 又乙夕十

其中

、、口
口了胜、

、佘
、。

、
,

曰性 , 芬尸 一汽夕 节尸 一 一 一
孟 户 , 几 , 几〔笼口成 、 扩 , ‘

一
“

一 饭一二 万产 ,
‘二 几 ‘

汀
,

十一一一一壳‘一二三岁讼甲
又拐‘曰 二

’ 立〔
,

一
一

鲁
“‘

代表了在激光过程中受激 二 到受激 , 之间的能量转移
,

括号内一项代表 , 态租

态之间偏离热平衡的程度
。

增益 “ 为

一 十

导
·

粤
, ,

要鱼
“ 犷

,

拱只犷刀

一 会
, 。

瓷
’

」
、产一夕一、了上一了﹄

‘

一

一一一胜
‘

在极限情况下
,

分别转化为
二二

—
刁即 。

一鲁
,

一 刁, 。 》刁, 。

‘

进一步考虑了激励区气压
、

温度
、

流逮的变化
,

计算了不同参量下激励区各点的饱和强度及小信号增益
,

分析讨论了气压
、

流速
、

气比
、

放电比功率对饱和强度和小信号增益的影响
,

得到以下结论 随着流速的

增加
,

饱和强度和小信号增益都增加
,

单位体积最大可能输出功率近似与流速的 次方成正比
。

气压

增高
,

饱和强度增加
,

在低流速时
,

饱和强度近似与气压的平方成正比
,

而在极高流速时
,

则近似与气压一次

方成正比
。

小信号增益则近似与气压成反比
。

饱和强度随放电比功率的增加而增加
,

而小信号增益则开

始随放电比功率增加
,

随后出现一个极大值
。

增加流速
,

可使极大值出现在较高的放电比功率下
。

对流

冷却电激励 , 激光器 , 的比例不宜过大
,

一般在 左杭 流速低
,

气的比例要适当多一些 流速

高
,

气的比例可少一些
,

一般在 到 范围内选择
。

还将饱和强度的计算值与实验值作了比较
,

得到了较好的符合
。

氢离子激光器长时间工作的探讨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氮激光器组

氢离子激光器在可见及紫外线波段有很强的连续激光输出
,

因此在各方面都有广泛的应用
,

特别是用于

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