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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束偏光镜光强分束比研究

吴福全 黄家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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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阜师范大学 激光研究所
,

曲阜
,

 

摘要 给出了 护分束偏光镜的
, 。
光光强分束比的计算公式

,

以及光强分束比随光波长的变

化曲线 在 人测得的光强分束比与计算值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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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由于 偏光分束镜
, 。
光之分束角为

,

给光路的设计和调整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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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被广泛地使用  对
。

偏光分束镜以及其它种类的偏光分束镜而言
,

其主要的技术参数是

棱镜的消光 比
、

抗光损伤阂值
、

分束角以及使用光谱范围和透射比
。

这些参数大多做过测试研

究
,

而对于经棱镜分束的
, 。
光的光强分束比以及其随波长的变化至今尚未 见报导

。

然而
,

在

许多 分束偏光镜的使用者中
,

需要知道棱镜在 自己的使用光谱范围
。 , 。
光的光强分束比

,

以及光强分束比与波长的关系
。

因此
,

我们研究 90
。

分束偏光镜的光强分束比
,

对于完善该棱

镜的技术参数是十分必要的
。

二
、

光强分束比分析

为方便起见
,

我们首先设
:(l) 入射光为单色 自然光

,

或者是偏振面与 900 分束偏光镜中
e 卜

。
光的偏振面成 45

。

的单色 偏振光
;(2) 光正入射于

一斗
.

丫入 一!斗一
’ l

} {入
3 }月

’ e r a y

棱镜
;(3) 研究限定于冰洲石无吸收的光谱范 围

。

9 00 分束偏光镜的光路如图 1所示
。

图中的 夕和

。是棱镜的结构角
。

由图可知
,

出射的
e
光经过了棱

镜的 1
,

2

,

3

,

4 介面
, 。 光经过 1

,

2

,

5 介面
。

由菲涅耳

公式
,

e

光在各介面的强度反射系数[Z] 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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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执 是冰洲石 晶体中
e 光的主折射率

。

我们以

I.
; ,

入
: ,

I.

: ,

Ie

;

表示
e
光通过各介面后的光强

,

那么它们分别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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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
,

可得通过 900 分束偏光镜 透射的
e
光光强

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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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I 是入射光光强
。

对于
。 光

,

它在各介面的强度反射系数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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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 为冰洲石晶体中
。
光的折射率

.
以 Io

, ,

Io

: ,

Io

,

表示
。
光通过各介面后的光强

,

它们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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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
,

又得到 900 分束偏光镜透射的
。
光光强为

:

Io ~ Io
。
一 I (1 一 Ro

:
) (l 一 R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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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
,

90

。

分束偏光镜的光强分束比 F 为
: F 一 I

。

/ Io

图 2 是取 月一 3 9
’ ,
。 ~ 22

。

计算的 900 分束偏光镜光强分束 比随波长变化的曲线
。

( 7 )

三
、

测试与讨论
1.汤!试

.

测试光路如图 3所示
。

P 是起偏镜
,

装在具有微调功能的旋转支架上 (旋转角的可读精度

为 5
‘
)
;

两功率计是 由中国计量科学院对 6328人定标的 L M
一

5 型激光功率计
。

测 量过程如下
:(l) 将待测棱镜置入光路

,

调整棱镜
,

使光正入射于前端面
;(2) 旋转起偏

镜 P
,

使通过待测棱镜到达光功率 计 1 的光强

为最 小
;然后将起偏镜以入射光为轴旋转 450 ;

(3)记下 四组同一时刻功率计 1 ,

2 测得的光功

率
;
为了消除两功率计造成的测量误差

,

将功率

计 1 ,

2 互换
,

再记下四组数据
。

(4 ) 将测得的 e
,

入入入入入入尸尸尸尸尸
八八八

lllllllllll

F19.3 Testsett一p
o

光的光功率数据分别取平均值
,

然后得出测试的光强分束比 F
。 。

三只棱镜光强分束比的测量

值 F
。

和计算值 F
, 列于下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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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9
.

0 7

3 8

.

9 0

3 9
.

0 5

2 2
.

0 0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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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6

0
.

9 9 4

1

.

0 0 2

1
.

0 0 3

1

.

0 1 3

2 2

.
0 9 0

.
9 9 5 0

.

9 9 8

对于 以上的测量加两点说明
,

其一是所测的三只棱镜的结构角 刀和 。 均经过精确测量

(测角仪的可读精度为 1
’
)
;

表中光强分束比的计算值均根据实测的 口和 。 计算
。

其二是 由于

H e
一

N
e

激光器输出的光是部分偏振光
,

且偏振面随时间作旋转变化[3]
,

加起偏镜的 目的就在于

消除光源对测量精度的影响
。

2

.

讨论

(1) 测试结果和计算值表 明
,

9 00 分束偏光镜的光强分束比接近 1
。

( 2) 由表 中数据可见
,

90

。

分束偏光镜的光强分束比的实测值 (对 6328人 )与理论计算值之

差小于 1%
,

因此可以认为光强分束比的实测值与计算值是一致的
。

( 3) 由于测试条件的限制
,

样品棱镜的光强分束比只在 6328人的光源中做了测试
;
但是从

测量值与计算值的一致性可以认为
:
在冰洲石晶体无吸收的光谱范围(0

.
45 一2

.
5拜m )

,

图 2 给

出的理论曲线与实际是相符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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