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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形双棱镜的‘种加固设计方法

常扬燕 阮 玉 陈海清

(华中理工大学
,

式汉 )

摘要
:

本文叙述 了一种 变形双棱镜的加固设计方法
,

它能够完全 消 除沮度 变

化与激光波长漂移时光束愉 出方向的影响
,

适于对二极管激光束进行变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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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盲

变形棱镜在光束整形方面应用相当广泛
。

用它来对光束进行整形
,

结构简单
,
成本低

,

然而
,

温度改变以及激光波长的漂移
,

对其光束的输出方向有较大的影响
。

为了减小光束输

出方向的过大变化 之例如在光盘驱动器中
,

对光束的输出方向要求非常高 )
,

人仍对变形系

统进 行过优化讨论 t‘’ 孟 1,

但均过于复杂
,

并且不能完全维持光束输出方向的稳定
。 -

本文介绍的一种变形双棱镜的加 固设计方法
,

它能够解决上面指出的问题
,

·

为加固型光

盘驭动器的设计提供了一单元技术
,

同时
,

还可应用到其它领域的二极管激光器系统中‘
’

有效地克服了以往实验的盲目性
,

解决了以前无法解决的问题
。

总之
,

上面的实验技巧是我们长期实验中的经验总结
,

对于从事全息技术工作的人员是

难得的宝贵经验
。

利用这些技巧和方法可以解决 以往难以解决甚至不能克服的困难
,

节省了

大量时间
,

提高了实验成功率
,

加速了实验进程
,

使全息工作者事半功倍地完成实验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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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设 计 方 法

图 1为通常所使用的变形双棱镜光学系统
。

其中
,

两块棱镜完全相同
,

e :
为入射角

,

口:

为折射角
, 。
为棱镜的折射率

。

图中实线光路方向为设计方向(温度为T
。 ,

激光波长为久
。
)
。

显然
,

光李材料的折射率 , 是温度 T 与光

图1 变形双棱镜光学系统

波波长的函数
,

即
:

” = ” (T
,
久) (1 )

由于温度的改变与波长 之的漂移
,

均会改

变光学材料的折射率
n 。

若温度 T 与波长 久存在

一小量改变 ( △T 与 △幻
,

那么
n
值就存在一

个小最改变 △n ,

其关系式如下
:

△” = 沉 △T + k △几 (2 )

式中
, 二与k分别为材料折射率的温度系数与光波波长系数

。

如图1所示
,

虚线光路即为温度为T 。 + 八T
,

波长为又
。 十 △久时的情况

。

后 面 的 计 算表

明 : 采用常规的双棱镜系统不可能消除这种光束出射方向 (从变形系统输出) 的改变
。

而这

种改变
,

在光盘驱动器中
,

特别是军用光盘驱动器中
,

是必须加以充分校正的
,

原因是军用

环境条件苛刻
,

有别于一般商用环境条件
。

下面
,

我们来求完全校正光束方向的双棱镜结构
,

为此
,

选用二块参数不同的单直角梭

镜来构成变形双棱镜
。

如图2所示
,

0
1

与e :
为入射角

,
口:
与0

‘

为折射角
,

二片棱镜均选 用 同

种玻璃
,
其折射率为

。 ,

由折射定律有
:

(3:(4:布:5)
5 in o

,

5 in 分s

n s in o
:

n s in o
‘

对 (3) 式两边全微分
,

并令 d o
, = O

,

d o
: = 一 (d n

/
n )

.

tg o
:

式中
,
d 。为”值的改变量

,
d o

:

为 0
:

角改变量
,

负号表示 d。与d a :
反号

。

一
对 (4 ) 式两边全微分

,

并令d o ‘ = 。
,

有

d o : = (5 in 口
。

/
e o s 0

3

)
.

d n (6 )

烤烤
一 _

一 ,
.

于于
卜卜一

_ _ _

孟(((

图2 加 固型 变形双棱镜尤学系统

式中
,
‘

d o :
为口

3

角改变量
。

参考图2光路
,

由光线折射定律有
:

、刀诊、夕月了O目
夕‘、护.、

n
1d o

:
1

把
一

(5 )
、

(6 ) 两式代入 (7 )

=
!d o

, (d s
: ,

d 0
3

很小)

tg g
: =

式
,

即有
:

5 in g
‘

/
e o s s

:

此式便是双棱镜结构的限制条件
。

双梭镜的变形比M
。

可表示为 1 3 了:

一 M
。 = d

。

/ d i = e o s口
: e o s s

‘

/
C o s口

; e o s夕
3

利 用 (3 )
、

(4 )
、

(8 ) 式对 (9 ) 式进行整理
,

有
:

M
, 。 = 训厄不蔽平万而了灭承

~

正又矛
一

万丁;雨
1
不万

或 0
: =

ar
c tg 侧万五了石‘万i歹了飞石矛‘ l吸而占斤劝

则口
: 、

口
: 、

O‘可按下列公式求出
:

(9 )

(10 )

(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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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1 = a r e s in (”s in s
:

)

8
: = a r e tg (”tg口

:
)

8
‘ = a r e sin (s in s。/

n )

三
、

橄位分析与讨论

(12 )

(1 3 )

(1 4 )

(l ) 当tg 口: = 1 /
, 时

,
0 :
角为布儒斯特角

,
(l。) 式可简化为

:

M
。 = 训 恋石豆二丁 ( 15 )

若取
。 = 1

.

4 (最小) 和 n = 1
.

5(最大 )
,

则M
。

的大小为M
。 = 2

.

7 1 (最 小 ) 和M
。 = 2

.

3 4

(最大 )
。

显然这种型式特别适用于M
‘

取值位于2 附近的情况
。

这种结构的系统有一个明显的

特点
,
第一块棱镜工作在布儒斯特角

,

变形面可省去镀膜
,

而对P光的透过率可达 10 。%
。

(2 ) 对单棱镜而言 (不妨讨论第一块)
,

变形面的P光反射系数
, P
可表示为 I‘ 1

。

r P = (。e o s s ; 一 e o s夕
:
)/ (” e o ss

: + e o so
:
)

.

(1 6 )

若令M
s = e o s夕

2

/
e o s o

, ,

则 (16 ) 式可化为
: (17 )

r P = (” 一 M
s ) / (” + M

s )

显然
,

M
s就是单直角棱镜的变形比

。

由 (1 7 ) 式可看出
,

只有M
s = n 时

, r P = 0
。

这说明一

旦
”
确定后

,

变形面的反射率强烈依据此面所承当的变形比M
s
大小

。

当M
s偏离

, 值过大
,

此

面的光能损失过大
,

就要求镀增透膜
,

而若 {
r P

}
名《。

.

5 %
,

便可省去这个工艺流程
。

如果选用情况 (l) 的结构
,

第二块棱镜所承受的变形比M
s
为

:

M
: =

M /
n =
亿 2 二 n /

。

叮 (18 )

把 (1 8 ) 式代入 (17 ) 式有
:

R P == I
r ,
!
’ = 〔(。 , 一 亿云六二了 / (

。 , +

训2元t ‘ I)一〕乞
.

(1 9 )

若要求R P《 0
.

5 %
,

则 n 《 1
.

4 2 ,

M 《 1
.

7 4
。

(3 ) 由公式 (1 0 ) 可 知
,

0 : 必须满足下

式
:

1 一 (n Z 一 1 ) tg 2
8

2

> 0

即 0
2

< a r e tg (1 /亿
。 2 一 1 ) (2 0 )

图3给出了 M
。 、 n 与夕

:

的关系曲线
,

并给

出了不同折射率
, 时所对应的最大e :

角
。

6
.

8
,

O
.

了
.

图3 变形比 曲线

四
、

小 结

本文所介绍的变形双棱镜的设计方法
,

由于采用了同种玻璃材料和特殊的棱镜结构
,

能

够使此双棱镜应用于条件恶劣的环境中
,

特别有益于军用光盘驱动器的加固设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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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导体激光器特性微机测量系统
*

高 放 张济础

(上海 电视 大学嘉定分校
,

上海)

单振 国 符祖 良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 密机械研究所
,

上海 )

摘要
: 建立 了一个微机控制的L D 特性测量系统

。

本 文重点 介绍 了系统设计
、

各部件的功能和有关软件
,

并且给 出 了若干实验结果
。

实验表 明
,

微机测试技术比

原有的浏试技术好得多
,

在半导体激光 器的制造和应 用领域有着广泛的 用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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