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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还表明
,

采用氛为缓冲气体时
,

在最佳工作条件下
,

最大激光总功率
,

其中波长 “

激光约占 份额 采用氮为缓冲气体时
,

在最佳工作条件下
,

最大激光总功率
,

其中波长 州

激光约占 份额

完成了对实验现象的初步分析和定性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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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年保加利亚学者 报道了掺氮能显著提高澳化亚铜激光输出功率和效率以来
,

国内

外研究小组对这领城的研究工作持续不断
,

并获得 稳定运转的傲光效率
,

对掺氢的物理机制也提出了各

种设想
,

迄令为止尚无定论

已经报道的实验工作多数采用封离式器件进行
,

改变缓冲气体压强和掺氢比例等实脸参数甚不方便
,

在

实验室条件下难以保证两根以上的激光放电管充以完全相同的缓冲气体压强和氢气比例
,

因此也难以对实验

结果进行盆复验证 我们在流动式澳化亚铜激光器的基础上
,

设计了能精确控制掺氮流童和氛气流童的真空气

路系统
,

可以方便地改变缓冲气体压强和氢气比例 激光管为隔环结构的石英放电管
,

电极间距
、

隔

环内径
,

采用普通倍压充电通过闸流管放电电路 激光平均功率用
一

型激光功率计进行测量
,

放电电压用 “ 高压探头跨接于激光放电管电极测量 阳极接地
,

放电电流用

脉冲电流转换器套接在激光放电管阳极引线上探测
,

快响应光电二极管侧光脉冲波形 侧量时仔细估算并

校正光电信号在光路和电路中的延时
,

将电压
、

电流和激光脉冲信号同时显示在 江飞 四通道

数宇存储示波器上 实验时维持充电电压
,

脉冲重复频率
,

氛压
,

氛气流量约为一个大

气压下 并始终保持稳定
,

放电管外壁通过轴向温控装置维持在 ℃ 首先在缓冲气体氛稳定流动

的情况下
,

测量激光平均功率和电
、

光脉冲波形
,

然后调节高真空徽调针阀进行掺氢实验
,

掺氮流量范围为一

个大气压下 、 ,

一般情况下每次改变 后待激光输出稳定再进行记录
,

得到的激光输出功率随

氢流量改变关系数据 最后在掺氢状态下选择激光平均功率最大时记录电
、

光脉冲波形

实验结果表明
,

当掺氢流量和缓冲气体氖流量的比例为 时
,

激光输出功率和效率提高了 以

上 比较诊氢前后同时测量的电
、

光脉冲特性曲线的差异表明
,

适量级的揍入使放电激励的电压辐度增加了约
,

而电流脉冲幅度却下降了约
,

表明激励阶段激光放电管的等离子体阻抗增加 光脉冲持续时间增大

并且出现了双峰
,

脉冲全宽度从无氢时约 延长到约
,

而半宽度由约 延长到约
,

由于脉

冲重复频率不变
,

相应的激光平均功率在掺氢后增大约 我们认为根据 等最近提出关于氮在澳化

亚铜激光器中作用的新见解可以回满解释所观察到的实验现象
,

首先
,

由千一系列的电化学作用
,

澳化亚铜激

光放电管中接氢必然导致澳化氢的生成
,

鉴于掺氢蚤大体与工作状态下澳化亚铜燕气的密度相当
,

所以更多的

铜原子将因此而处于游离态
,

使激励脉冲开始时的基态铜原子有所增加
,

有利于激光上能级的抽运 其次
,

电

子与澳化氮的离解粘附 若 反应造成电子密度的减少
,

使得激光放电管中等离子体阻抗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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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内倍频激光二极管泵浦 红光激光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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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固态大功率红光激光器在医疗
、

彩色显示等方面具有巨大的应用前景 目前红光激光二极管 的

功率虽有较大提高
,

但是相对于固体激光器来说其亮度小
、

光束质量差
、

线宽宽 通过光参量和和频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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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利用周期性超晶格妮酸握 得到 红光激光输出
,

但该系统技术复杂
,

且 难

加工
,

厚度小
,

成品率低
,

目前还难以实用化

倍频教离子的 “ 谱线是得到红光的一种有效途径 等利用 类临界相位匹配 在

泵浦 激光器中得到 的 激光 声光调 输出作为 自锁模飞秒激光器的

泵浦源 等在 泵浦 激光器中
,

获得 红光输出
,

然后泵浦 得到连续近红外

输出 晶体在 “ 谱线上具有较大的发射截面和较高的分支比 王等人用 泵浦

激光器中
,

在吸收泵浦功率 时获得 的 激光输出 等在 泵浦 。‘

徽片激光器时
,

利用 腔内倍频得到 稳定的 激光输出 在大功率 泵浦下
,

等获得了 的 激光输出

我们对大功率 泵浦 晶体全固态红光激光器进行了研究
,

并利用 类临界相位匹配的

晶体和 类及 类非临界相位匹配的 晶体分别进行了腔内倍频实验 实验中
,

采用同一块 晶

体
,

尺寸
,

饭离子掺杂浓度 泵浦很同为型号 一 光纤韧合输出的激

光二极管
,

最大输出 腔型亦皆为三镜折登腔 采用 类相位匹配的 晶体和 类及 类非临界

相位匹配的 晶体腔内倍频
,

最大分别获得
、

和 的 激光输出 从实

验结果和实验条件看
,

这三种倍频方法各有优缺点 利用 晶体倍频
,

虽然效率较低
,

但该晶体不舫要进

行精确的温度控制
,

装置比较简单 类非临界相位匹配的 倍频输出虽然最大
,

但是匹配温度在 ℃

附近
,

室温下要求环境比较干燥
,

否则晶体表面容易结雾而影响器件正常工作 类非临界相位匹配的

倍频的效率略低于 类非临界相位匹配的 倍频输出
,

匹配温度在 ℃左右
,

比较容易实现和维持
,

也

不存在结雾的情况 因此我们认为
,

在大功率二极管泵浦以获得大功率红光输出方面
,

采用 非临界相位匹

配的 晶体进行腔内倍频是一个较好的选择

聚合物链中光致极化反转的动力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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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超快过程研究进展迅速
,

现分辨率己达到
,

激发态的寿命是纳秒
,

因此有可能用超快过程方

法研究激发态的响应过程和动力学演化 激发态具有基态所不具有的新的物理性质
,

因此近年来光激发引起的

新现象研究已成为物理
、

化学和材料等交叉学科领域中的一个新的生长点

本工作用含时薛定得方程和分子动力学方法研究了在外加电场作用下
,

具有一个额外电子和空穴的聚合

物链 即自陷束缚单激子态 在吸收一个光子
,

变成具有两个额外电子和空穴的聚合物链 即自陷束缚双激子

态 时
,

聚合物链中键结构和电荷密度分布的动力学演化过程 发现聚合物链中自陷束缚单激子态表现为正向

极化 即正电荷沿电场方向转移
,

负电荷逆电场方向转移 值得注意的是自陷束缚双激子态表现为明显的反向

极化
,

即正电荷逆电场方向转移
,

负电荷沿电场方向转移

反向极化似乎与库拍定律相违背
,

但这是经典的观点
,

在量子情况下就不一定 童子情况下还要求波函

数的正交性 因此徽观态的极化不能仅依赖于外加电场
,

波函数的正交性暗含了在外加电场作用下不可能所有

的波函数都是正向极化 在外电场和波函数正交性的共同作用下
,

正交性将迫使某些徽观态反向极化 用极化

的量子力学理论能说明徽观态可以反向极化 而微观态的反向极化在一定的激发态条件下会导致宏观上的反向

极化 聚合物链中自陷束缚双激子态的反向极化就是起因于微观态的反向极化

利用聚合物链中激子态的这种极化特点
,

吸收一个光子可使聚合物链中激子态从单激子变成双激子
,

从

而使极化反转 由此可得到一种新的物理现象 一 光致极化反转 一

光致极化反转是个新的物理现象
,

动力学研究表明光致极化反转是个超快 巧 过程 因此有可能用

这种新的物理现象制造快速量子开关器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