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版
权

所
有

 ©
 《

激
光

技
术

》
编

辑
部

第 32卷 第 5期

2008年 10月

激 光 技 术

LASER TECHNOLOGY

Vo .l 32, No. 5

October, 2008

文章编号: 1001 3806( 2008) 05 0460 05

复杂像散腔的 2维失调灵敏度的矩阵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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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分析激光谐振腔的一般复杂像散特性,采用了 8 8失调增广矩阵和 MATLAB的符号运算的方法, 推导

出了复杂像散腔失调灵敏度的一般解析表达式。该表达式可涵盖具有多个光学元件的多种像散腔, 并可定量分析这些

像散腔在 x O z和 y O z两个平面上的失调灵敏度。计算结果表明,复杂像散腔的模场和失调灵敏度在 x O z和 y O z两

个平面上均存在耦合。这一结果对复杂像散腔的设计与分析提供了很好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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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 t: In o rder to analyze the genera l astigmatism of laser resonator cav ities, the genera l ana ly tica l form ula o fm isa lignm ent

sensitiv ity fo r com plex astigma tic resonator cavities w ith severa l optical com ponents has been der ived by adopting augm ented 8 8

m isa ligned ma trix and symbol operation functions o fMATLAB. Th is form ula is applicable to the com plex astigm atic cav ity inc lud ing

severa l optica l components w ith general astigm atic cha racter istics, and it can be used to analyze quantitative ly the m isa lignm ent

sensitiv ity of these resonator cavities in x O z p lane and y O z p lane. Calcu la tion results ind icate that mode d istr ibutions in the

complex astigma tic cav ity and them isa lignm ent sensitiv ities of the com plex astigmatic cav ity have coupling in x O z plane and y O

z p lane. These resu lts a fford some references fo r the design and analysis of complex astigma tic cav 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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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光学谐振腔的失调是客观存在的
[ 1 2]
。一方面,腔

镜不能被调节到绝对平行, 球面镜也不能被调节到理

想共轴;另一方面,即使谐振腔能够被完全调准, 激光

器在实际工作时也会因客观存在的机械、热等扰动而

偏离校准位置。随着激光输出功率的增高,腔镜的失

调逐步增大
[ 3]

, L IU等人
[ 4]
认为,腔镜的失调主要是由

热辐射造成的。谐振腔的失调会引起谐振腔的模式发

生畸变。在谐振腔的模式发生畸变时, 将引起模式耦

合从而激发起高阶模振荡,使激光束的发散角增大,导

致光束质量变坏。多纵模振荡还将使激光输出的频谱

加宽,从而使相干长度变短,这对某些应用是十分不利

的。因此,谐振腔的失调引起了诸多研究者的重视
[ 5 9]
。

FOX等人从谐振腔的衍射积分方程出发,利用数值计算

的方法,对平行平面腔、球面腔的振幅、相位失调进行了

细致的研究,但在复杂像散的情况下,衍射积分方程在

x O z平面和 y O z方向将不能再分离,必须进行 2维的

面积分,数值计算量大大增加,并且通过数字计算结果

不易看出特点和其变化规律; WEBER和 L 等人从矩

阵光学
[ 10]
的角度出发,用 1维失调光学系统的增广矩

阵, 对球面镜腔的失调线位移、失调角进行了研究,进而

引入高斯光束的失调灵敏度,更加准确地反映单镜失调

对光学系统的影响。在实际的高功率激光系统中,为达

到高光束质量、单纵模激光输出等目的, 激光介质采用

板条形
[ 11 12]
、椭圆片形等,除使用驻波腔外, 还使用了环

行腔
[ 13 14]

,故像散特性普遍存在,再由于非均匀抽动和

冷却等原因,激光谐振腔可看作复杂像散腔。作者针对

一般情况下的复杂像散腔
[ 15 16]

,采用 8 8失调增广矩

阵,推导出复杂像散腔的失调线位移和失调角位移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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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表达式。当复杂像散腔退化到简单像散腔或轴对称

腔时,所得出的解析表达式也回到了参考文献 [ 2]和参

考文献 [ 11]中的 1维结果。

1 描述复杂像散腔失调特性的增广矩阵

1. 1 复杂像散腔的一般描述

为不失一般性,设复杂像散腔的构型如图 1所示,

F ig. 1 G eneral astigm atic cav ity

光轴沿 z方向。谐振腔镜 M1为双轴反射镜, 其曲率半

径有两个主方向,在这两个主方向上曲率半径分别为

R 1x和 R 1y,设主方向沿 z轴的转角为 1; 类似地, 设谐

振腔镜 M 2的主曲率半径分别为 R2x和 R 2y,主方向沿 z

轴的转角为 2。腔镜 M 1和 M 2分别可用 4 4矩阵来

表示: E O

r1 E
,

E O

r2 E
( 1)

式中, E表示 2 2单位矩阵
1 0

0 1
, O表示 2 2零矩

阵
0 0

0 0
。 r1和 r2表示矩阵的焦距项,当两腔镜的主

方向均与 x和 y方向重合时,分别可表示为:

r1  =
- 2 /R1x 0

0 - 2 /R 1y

r2  =
- 2 /R2x 0

0 - 2 /R 2y

( 2)

若考虑转角 1和 2,则可分别表示为:

r1 =
cos 1 - sin 1

sin 1 cos 1

r1 
cos 1 sin 1

- sin 1 cos 1

r2 =
cos 2 - sin 2

sin 2 cos 2

r2 
cos 2 sin 2

- sin 2 cos 2

( 3)

设谐振腔内包含的多个光学元器件, 当光束从左向右

传输时 , 复杂像散特性可用 4 4的正向传输矩阵

a b

c d
来表示;当光束从右向左传输时, 反向传输矩

阵可表示为
d

T
b

T

c
T

a
T
。其中的 a, b, c, d分别为 2 2

矩阵单元,当各元件为简单像散时,它们退化为对称矩

阵;当各元件旋转对称时, 它们可进一步退化为主对角

元素相等的矩阵。综上所述, 以镜 M1为起点,图 1所

示的一般像散腔往返一周的矩阵为:

A B

C D
=

d
T

b
T

c
T

a
T

E O

r2 E

a b

c d

E O

r1 E
( 4)

1. 2 复杂像散腔失调特性的描述

在图 1所示的系统中, 各个光学元件均可能存在

或多或少的失调。通常情况下,除限模光阑外,谐振腔

中的光学元件的横向尺寸远大于谐振模的横向尺寸;

另外,通常是用准直光 (如 H eN e激光 )或平行光管精

确调整各个光学元器件,然后调整安装在精密调整架

上的谐振腔镜,使激光系统达到最佳输出。因此,激光

的失谐经常是出现在谐振腔镜上。为此, 讨论腔镜

M 1, M2失调对系统输出特性的影响。

1. 2. 1 腔镜 M 1失调引起的线位移和角位移 设腔

镜 M1的角失调量为:

E 1 =
1x  0

0 1y  
( 5)

式中, 1x  , 1y  分别为腔镜 M1在 y O z, x O z平面的微

失调角。把腔镜 M1的失调增广矩阵写为一个 8 8

的矩阵:
E O O O

r1 E O - 2E 1 

O O E O

O O O E

( 6)

同时将腔镜 M 2的正、反向传输矩阵同样扩展为 8 8

的矩阵:

E O O O

r2 E O O

O O E O

O O O E

,

a b O O

c d O O

O O E O

O O O E

,

d
T

b
T

O O

c
T

a
T

O O

O O E O

O O O E

( 7)

以腔镜 M1为参考,则往返一周的复杂像散腔失调增

广矩阵为:

d
T

b
T

O O

c
T

a
T

O O

O O E O

O O O E

E O O O

r2 E O O

O O E O

O O O E

a b O O

c d O O

O O E O

O O O E

E O O O

r1 E O - 2E1  

O O E O

O O O E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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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矩阵运算,可将上式写为:

A 11 B 11 E 11 F 11

C 11 D 11 G11 H 11

O O E O

O O O E

( 9)

式中,
E11 F 11

G 11 H11

称为失调矩阵元, 表征了系统的失调

特性;
A 11 B 11

C11 D11

是光腔往返一周的矩阵元。

利用 MATLAB作符号运算,可将 ( 9)式化简为:

4G2G1 - 2G2a - E 2G2 b O - 4G 2bE 1  

4b
- 1
aG 2G1 - 2b

-1
G1 - 2b

- 1
aG2a 2a

T
G

T
2 - E O - 2(2a

T
G

T
2 - E )E 1  

O O E O

O O O E

( 10)

上式中引入了腔参量矩阵:

G 1 = a +
1

2
br1

G 2 = d
T

+
1

2
b

T
r2

( 11)

设该失调系统的本征光线矢量为

R 11

 11

E

E

, R 11和  11分别

代表由于腔镜 M 1失调引起谐振模在腔镜 M1处的线

位移矩阵和角位移矩阵。

由自再现原理有:

R11

 11

E

E

=

A11 B 11 E 11 F 11

C11 D11 G11 H 11

0 0 E 0

0 0 0 E

R 11

 11

E

E

( 12)

通过符号运算化简可得:

R 11 = (G 2G1 - E )
- 1
G 2bE 1  

 11 = 2E 1  - ( 2b
- 1
G1 - b

- 1
a - b

- 1
G

- 1
2 )R 11

( 13)

同理, 通过符号运算化简可以求得由于腔镜 M 1失调

引起谐振模在腔镜 M2处的线位移矩阵 R 21和角位移

矩阵  21:

R 21 = (G 1G2 - E )
- 1
bE1  

 21 = (b
T

)
- 1
G

- 1

1 bE 1  -

[ 2(b
T

)
- 1
G 2- (b

T
)

- 1
d

T
- ( b

T
)

- 1
G

- 1
1 ] R21

( 14)

1. 2. 2 腔镜 M 2失调引起的线位移和角位移 设腔

镜 M2的角失调量为:

E 2  =
2x  0

0 2y  
( 15)

式中, 2x  , 2y  分别为腔镜 M2在 y O z, x O z方向的微

失调角。计算可得由于腔镜 M2失调引起谐振模在腔

镜 M1处的线位移矩阵 R 12和角位移矩阵  12为:

R12 = (G 2G 1 - E )
- 1
b

T
E 2  

 12 = b
- 1
G

- 1

2 b
T
E 2 -

( 2b
- 1
G 1 - b

- 1
a - b

- 1
G

- 1
2 )R12

( 16)

由于腔镜 M2失调引起谐振模在腔镜 M2处的线位移

矩阵 R22和角位移矩阵  22为:

R 22 = (G1G 2 - E )
- 1
G1b

T
E 2  

 22 = 2E2  - [ 2(b
T

)
- 1
G 2 -

(b
T

)
- 1
d

T
- (b

T
)

- 1
G 1 ]R 22

( 17)

1. 2. 3 系统的失调灵敏度参量 设系统在腔镜 M1,

M 2处的等效光阑尺寸分别为 W 1和 W2。定义腔镜 M 1

和 M2分别失调引起的系统在 x方向和 y方向的失调

灵敏度参量分别为:

V
2
i, x =

1

i, x  
2

R 1i, xx

W1x

2

+
R 2i, xx

W2x

2

, ( i = 1, 2)

V
2
i, y =

1

i, y  
2

R 1i, yy

W1y

2

+
R 2i, yy

W2y

2

, ( i = 1, 2)

( 18)

则由于腔镜 M1和 M 2失调,系统在 x方向和 y方向的

总的失调灵敏度参量为:

V
2
x = !

i= 1, 2

1

i, x  
2

R 1i, xx

W1x

2

+
R 2i, xx

W2x

2

, ( i = 1, 2)

V
2
y = !

i= 1, 2

1

i, y  
2

R 1i, yy

W1y

2

+
R 2i, yy

W2y

2

, ( i = 1, 2)

( 19)

综合 ( 19)式并引入耦合项可得复杂像散腔的 2维失

调灵敏度的矩阵表示为:

V
2

= R 11∀ R11 ∀
1 / 1x  

2
W1x  

2
0

0 1 / 1y  
2
W

2
1y

+

R21 ∀ R 21∀
1 / 1x  

2
W2x  

2
0

0 1 / 1y  
2
W

2
2y

+

R12 ∀ R 12∀
1 / 2x  

2
W1x  

2
0

0 1 / 2y  
2
W

2
1y

+

R 22∀ R 22 ∀
1 / 2x  

2
W2x  

2
0

0 1 / 2y  
2
W

2
2y

( 20)

式中,符号 # ∀ ∃表示矩阵点积。

2 数值计算例

设图 1中的激光谐振腔为简单两镜腔,对比研究

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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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种谐振腔型 (球面镜腔、简单像散柱面镜腔、复杂像

散柱面镜腔 )的失调灵敏度参量。设腔镜 M1, M 2均为

球面镜,曲率半径分别为 R 1 = 0. 3m, R 2 = 0. 25m, 腔长

为 0. 2m, 则构成了球面镜腔 ( %型腔 )。若设腔镜 M1,

M 2均为柱面镜,且柱面镜的母线相互平行或垂直, 令

柱面曲率半径分别为 R1 = 0. 3m, R2 = 0. 25m, 两镜母

线相互垂直,腔长仍为 0. 2m, 则构成了简单像散柱面

镜腔 (&型腔 )。在&型腔的基础上,若两柱面镜母线

成一任意角,则变为复杂像散两镜腔 ( ∋型腔 ) , 在本

计算例中,设 M1镜母线在 x方向上, M2镜的母线与 x

轴成 30(。计算可得 3种腔内的本征高斯光束分布,

如图 2所示。

F ig. 2 Prof iles of Gauss ian beam s

由图 2a可见,激光束在球面镜腔中传输时, 光束

轮廓沿 z轴旋转对称。而图 2b中则给出了简单像散

高斯光束的传输特点: 光束在 x方向和 y方向的束腰

位置、束腰大小和发散程度均不同。在图 2a和图 2b

中,光束的 x方向和 y 方向是可以分离的。在图 2c

中,则显示了复杂像散高斯光束的典型特征:光束在传

输过程中发生扭转,这说明光束在腔内传输时,光场在

x方向和 y方向存在耦合。

下面讨论 3种腔的失调灵敏度参量。

在弱高斯光阑近似下, 计算可得腔型 %的失调线

位移矩阵为:

R 11 =
- 0. 15 1x  0

0 - 0. 15 1y  
,

R21 =
- 0. 25 1x  0

0 - 0. 25 1y  
,

R12 =
- 0. 25 1x  0

0 - 0. 25 1y  
,

R 22 =
- 0. 0833 1x  0

0 - 0. 0833 1y  
( 21)

该矩阵是对角矩阵,且主对角元素相等,这说明谐振腔

在两个方向上是独立的, 且在 x方向和 y方向上的失

调灵敏度相同。

计算可得腔型&的失调线位移矩阵为:

R11 =
- 0. 3 1x  0

0 - 0. 3 1y  
,

R21 =
- 0. 3 1x  0

0 - 0. 5 1y  
,

R12 =
- 0. 3 1x  0

0 - 0. 5 1y  
,

R 22 =
- 0. 1 1x  0

0 - 0. 5 1y  
( 22)

该矩阵也是对角化的,但主对角元素不同,这说明谐振

腔在两个方向上是独立的, x方向的失调灵敏度低于 y

方向的失调灵敏度。

计算可得腔型∋的失调线位移矩阵为:

R 11 =
- 0. 3 1x  1. 9216 1y 

1. 9219 1x  - 24. 9170 1y  
,

R 21 =
- 0. 3 1x  0. 6405 1y 

1. 9216 1x  - 25. 1170 1y  
,

R 12 =
- 0. 3 1x  1. 9216 1y 

0. 6405 1x  - 25. 1170 1y  
,

R22 =
- 0. 1 1x  0. 6405 1y  

0. 6405 1x  - 25. 1170 1y  
( 23)

该矩阵的对角元素不为 0且不能被对角化,这说明谐

振腔在 x方向和 y方向上存在耦合。光腔在 x方向的

失调灵敏度低于 y方向上的失调灵敏度。

对腔型 ∋,变化腔镜 M1的母线与 x轴的夹角 1,

计算可得 x方向、y方向的相对失调灵敏度随腔镜 M 2

的母线与 x轴夹角 2变化曲线,见图 3。图 3中, Vx /

V0, Vy /V0分别表示耦合时 x, y方向的相对失调灵敏度,

Vx  /V0, Vy  /V0为假定没有耦合时 x, y方向的失调灵敏

度。V0 = ( 2! b ) /∀为稳定多元件对称共焦腔的失

调灵敏度参量。

由图 3可知, 在假定没有耦合时,失调灵敏度始终

为对称分布, 且随 1增大, Vx  /V0两端值逐渐减大,

Vy  /V0的峰值逐渐增大, 其数值仅由两镜的腔参量决

定。耦合时, x O z平面和 y O z平面模场相互影响。

由图 3可知,当 1与 2成 0(和 90(时为简单像散情

形,模场之间没有相互影响,其失调灵敏度与假定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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耦合时的值相同。图 3b~图 3d中,腔镜 M1的母线与

x轴的夹角 1分别为 0(, 30(, 45(, 60(时,旋转 2,当两

镜母线平行时,为界稳 稳定腔;当两镜母线不平行时,

为稳定 稳定腔, 由于 x O z平面和 y O z平面存在耦

合,失调灵敏度随角度发生变化。

3 结 论

在复杂像散腔引入失调增广矩阵, 推导出复杂像

散腔的失调线位移、角位移的一般解析表达式,该表达

式涵盖了轴对称腔、简单像散腔及复杂像散腔,腔内可

含有多个具有一般像散特性的光学元件,该表达式还

考虑到了谐振腔在 x O z和 y O z两个平面上可能存

在耦合的情况, 可定量分析激光谐振腔在 x O z和 y

O z两个平面上的失调灵敏度。本文中的计算模拟结

果表明,复杂像散腔的模场在 x O z和 y O z两个平面

上存在耦合,复杂像散腔的失调灵敏度在 x O z和 y

O z两个平面上也存在耦合, 即 x O z平面的腔参量会

影响 y O z平面的失调灵敏度,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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