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版
权

所
有

 ©
 《

激
光

技
术

》
编

辑
部

第 2 0 卷 第 2 期

1 9 9 6 年 4 月

激 光 技 术

L A S E R T E C H N O L O G Y

V o l
.

2 0
,

N o
.

2

A Pr il
,

1 9 9 6

(N d
,

T b
,

c e ) : Y A G 晶体的激光特性

翟清永 应佐庆 黄永忠 张生秀 肖宗朝

(西南技术物理研究所
,

成都
,

610 0 41 )

摘要
:

(N d
,

T b
,

C e
)

: Y A G 晶体是我们最近研制的一种新激光晶体
。

本文将给出在风冷条件

下
,

(N d
,

T 七
,

c e)
: Y A G 和常用的 N d : Y A G 及 (N d

,

ce )
: Y A G 在不同重复频率下的激光输出

,

束散

角和光束质量因子的测试结果
。

对比这些结果
,

可以看到 (N d
,

T b
,

Ce )
: Y A G 晶体的效率不低于

(N d
,

Ce)
: Y A G

,

而在热畸变和热稳定性方面
,

明显优于 N d : Y A G 和 (N d
,

C e)
: Y A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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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 言

众所周知
,

在 N d : Y A G 中掺入 crs
十 川或 c 护

十 「、一 , ]
,

利用它们到 N 矛
‘

的能量转移来提高

晶体的激光效率
。

但是
,

由于敏化离子的半径与所置换离子的半径不同
,

掺入后会破坏晶体的

光学均匀性
。

国内的研究人员从提高掺杂离子在晶体横截面 内分布的均匀性着手
,

研制出了

c护
+

浓度较高
,

而且光学均匀性良好的(N d
,

ce ): Y A G 晶体 [6, 7 ]
,

其脉冲激光效率比 N d: Y A G

提高了 7 0 %
。

掺敏化离子的另一不利影响是可能增加晶体的热畸变效应和降低热稳定性
。

因为
,

敏化离子增加 了掺杂离子的无辐射驰豫[8] 和可能导致某些 瞬时色心的形成或增加 已有

瞬时色心的吸收【5
,

9 1
。

(N d
,

ce ): Y A G 晶体虽然可满足风冷和较低重复频率脉冲操作的使用

要求
,

但我们很快发现随着重复频率的提高
,

不仅其激光输出有所下降
,

更突出的是束散角迅

速加大
,

而且模式分布变差
。

特别是重复频率高于 2 0 pp
s 后

,

变化更为严重
。

我们认为
,

这些

现象是热畸变效应和热稳定性变差所致
。

显然
,

这会严重影响使用效果
,

从而限制了 (N d,

Ce ) : Y A G 的应用范围
。

研制效率高而热效应低的激光晶体或者设法尽可能保持(N d
,

Ce ) : Y A G 的优点而降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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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畸变效应是一有意义的课题
。

我们在 (N d
,

C e) : Y A G 中掺入 T b 3 十 ,

研制出了热畸变效应和

热稳定性明显优于 (N d
,

Ce ) : Y A G 和 N d : Y A G
,

而效率和阐值与常用 (N d
,

Ce ) : Y A G 相当的

(N d
,

T b
,

ce ): Y A G 晶体〔‘”]
。

在文献〔10 〕中
,

我们给出了简单的热焦距对比测试和用微孔扫

描法测出的激光能量分布曲线
,

初步证实了 (N d
,

T b
,

Ce )
: Y A G 晶体的热畸变效应低于 (N d,

Ce) : Y A G
。

本文将给出(N d
,

T b
,

Ce ) : Y A G 和常用的(N d
,

Ce ) : Y A G 及 N d: Y A G 三种晶体

在风冷条件下的重复频率激光输出
、

束散角
、

光束质量因子和能量分布情况的测试结果
。

这些

结果进一步证实了(N d
,

T b
,

Ce ) : Y A G 晶体在热稳定性和热畸变方面 明显优于另两种 晶体
。

所用重复频率为 sp p s ,

10 p p s ,

2 0 p p s 和 3 0 p p s 。

二
、

实 验

1
.

测试样品

实验用的 N d : Y A G
,

(N d
,

Ce ) : Y A G 及 (N d
,

T b
,

Ce ) : Y A G 晶体
,

都是用石墨加热引上法

生长的
。

增涡为铝片冲压涡
,

其尺寸为 0 80 m m x 4 0 m m
。

N d: YA G 与(N d
,

Ce ) : Y A G 的熔体

组份为常用组份
。

(N d
,

T b
,

Ce )
“Y A G 晶体的熔体组份按 Y 3 一 x 一 Y 一 2 N d x T b Y Cez A1

5
O1

2
配

制
,

其中 X 与 N d : Y A G 和 (N d
,

Ce ) : Y A G 相同
,

而 Y 和 Z 则在相当宽的范 围内改变
,

从而可

生长出 N d 浓度与常用 N d: Y A G 和 (N d
,

Ce) : Y A G 基本相同
,

而 T b 与 Ce 浓度不同的各种

(N d
,

T b
,

C e) : Y A G 晶体
。

生长过程如文献【101 所述
。

为保证 T b 和 Ce 离子的三价态
,

保护

气氛是还原性的
。

但需适当控制其还原度以消除 A犯0 3
分解导致的晶体散射颗粒

。

生长成的

晶体经退火处理后加工成 必sm m X
80 m m 激光棒

。

棒的两端镀有 L 06 拼m 增透膜
。

2
.

激光性能的 m.l 试

如前所述
,

在脉冲操作下
,

晶体的热畸变效应影响激光的光束质量
,

如束散角和能量的模

式分布等
。

对光束质量的评定
,

目前广泛采纳的先进方法是引进 M
Z 因子概念

,

通过 M
“ 因子

的测量来对比光束质量的优劣
,

从而可对 比激光 晶体的热畸变效应的强弱
。

M
“ 因子的定 义

为实际光束束腰处与基模高斯光束各自的空间
—

束宽积之 比
。

因此
,

M
Z 因子反映 了实际

光束与高斯光束的差异
,

M
Z
愈大则实际光束与高斯光束的差异愈大

。

而混合模光束质量因

子(M
Z
)

、

光斑半径和束散角都是激光振幅分布的统计效果
。

对平
一

平腔而言
,

由实际光束的传

播规律可得〔“ ]

,

一
、

f
月

{M
, 人乙 )

2 1’‘2

w L有 , 一 w ”

L
l 十

{下雨了
~

} ] ’ 一 ‘
,
乙 (1 )

式中 w z

腰半径
。

为距束腰为乙 的垂直于光轴的平面上的光斑半径
,

又 为波长
,

w 。
为实际激光束的束

、.夕、
,
产

2
凡、�

吸了、了.、

如测出距束腰为 2 1 和 Z :
处的光斑半径 w ( Z , )和 w ( 2 2 )

,

则可得到

z 2 2 w ( z , ) 2 一 z , Z w ( 2 2 ) 2

2 2 2 一 2 1

_ 2 「
. , .

2 t 7
_

、 _
, 二 2 了7 、 1 「 7

_

2 ⋯ 2 了7
_

、 _ 7
_

2 , 二 2 了7
_

、1
入1 4 = 生 上上竺2 二丝星一一二兰止业兰业匕 全竖‘竺二兰竺上么一‘竺上止兰二

、 2 1 7 2 _ 7 2 、2

八 、‘ 2 ‘ 1 1

实际光束的束散角为

a = M Z又/ 冗w o

我们所用测试装置如图 1 所示
。

该装置的前半部分是一般的脉冲激光测试系统
,

( 4 )

而后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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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的图象采集和处理是由北京光电所激光参

量测试中心研制的 L BA 型激光 光束分析仪完

成
。

聚光腔是风冷的
,

所用重复频率为 sp Ps
,

ro p p s ,

2 0 p p s 和 3 0 p p s 。

利用上述装置
,

可在传

输方向上的任意两点测出输出能量并同时采集

光斑图象
。

经微机处理后可 以给出各点光斑的

能量分布图
,

光斑长短轴上的能量分布曲线和

光斑的等效半径
。

然后利用 (3) 式和 (4) 式算出

光束的 M
Z
和束散角 夕

。

三
、

结 果 和 讨 论

附表给出的是前述装置测出的常用 N d:

Y A G
,

(N d
,

Ce ) : Y A G 及 不 同组份或炉次的

(N d
,

T b
,

Ce ) : Y A G 晶体的脉冲激光输出能

S e h e m at ie d ia g ra m o f t he be a n l e ha ra e t e r is tie s

tes t in g s e t a n d it s o Pt ica l Pa th

l 一 H e
一

N e la s e r Z 一 1
.

0 6”m to ta lly r e fl e e t in g

m ir ro r 3 一 la s e r Pu m P e a v ity 4 一 o u tPu
t

m ir

ror s 一 4 0 0 Hz bl o w e r 6 一 la s e r 印w e r

so u r c e 7
,

8 一 w ed g e m i
rmr

g 一 l
·

0 6拌m to
-

t a lly re fe e ting m ir ro r 10 一 e n e 堪y
一

m et e r

Pro b e 1 1 一 e n e r g y
~

m e te r d is

Pla y 12 一

IOC
a t

-

in g bloc k 13 一 n e u t ra l a tt e n ua to r 14 一
Pl

a
-

n a r a r ra y C C D e

ame
ra 15 一

mon
ito r 16 一

im a g e P
roc essor

17 一 m ie

roc om
Pu t e r

量
、

光束质量因子 M
Z
及束散角

。

测试是在风冷条件下进行的
。

聚光腔是单灯玻璃镀银 腔
。

输入能量均 为 1 0)
。

由表中数据可见
,

在低重复频率 (5 一 10 PP
s )时

,

大部分 (N d
,

T b
,

Ce ) :

Y A G 样品的效率接近或超过常用 (N d
,

Ce ) : Y A G 晶体
。

仅有个别样 品的效率与常用 N d:

Y A G 晶体相近
。

但在高重复频率 (20 一 3 Op p s )时
,

绝大部分(N d
,

T b
,

C e ): Y A G 样品的效率

超过(N d
,

C e) : Y A G
。

而所有(N d
,

T b
,

Ce ) : Y A G 样品的效率均远超过 N d: Y A G
。

在重复频

率为 s p Ps 时
,

绝大部分 (N d
,

T b
,

Ce ): YA G 晶体的光束质量因子 M
Z
值均优于 (N d

,

Ce ):

Y A G 和 N d: Y A G 晶体
。

而在重复频率高于 10 pp
s 后

,

所有 (N d
,

T b
,

Ce ) : Y A G 晶体的光束质

量因子更加优于另两种晶体
。

束散角的测量结果也有相 同的规律
。

总之
,

从表 1 的结果可以

看到
,

在各个重复频率下
,

(N d
,

T b
,

Ce ) : Y A G 晶体的输出能量
、

M
Z
值和束散角均优于 另两

种晶体
,

而 (N d
,

T b
,

c e ): Y A G 晶体的输出能量
、

M
Z
值和束散角随重复频率的变化速度也 明

显低于另两种晶体的变化速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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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是光束分析仪给出的三种晶体的近场和远场光斑的能量分布
。

图 3 是沿光斑的长
、

短轴方向 (见该图左上角光斑图中的交叉线 )的能量分布曲线
。

由图 2 和图 3 可以 明显看出
,

即使在低重复频率时
,

N d: Y A G 和 ( N d
,

Ce ) : YA G 的光束中高阶模式也是非常显著的
。

而

( N d
,

T b
,

C e ) : YA G 晶体的光束中
,

基模成分明显高于另两种晶体的基模成分
。

三种晶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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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分布均随重复频率的增加而变差
,

但(N d
,

T b
,

Ce )
: Y A G 晶体的变化速度 明显低于另两

种晶体
。

我们在进行样品的每种测试时
,

都是将装置调到最佳状态
。

因此
,

在同一重复频率下 :三

种晶体的 M
Z
值

,

光束的能量分布和束散角的差异应归因于热畸变效应的强弱不同
,

而各种晶

体的输出能量
、

M Z 值
、

束散角和能量分布随重复频率的变化速度则可说明各晶体的热稳定性

的差异
。

从表 1
、

图 2 和图 3 给出的实验结果说明(N d
,

T b
,

Ce ) : Y AG 晶体在脉冲激光效率
、

模式分布
、

热畸变和热稳定性等方面均优于 (N d
,

Ce ) : Y A G 和 N d : Y A G
。

它更适于高重复频

率脉冲激光器和选模激光器使用
。

热畸变效应和热稳定性的强弱与无辐射弛豫〔“〕及瞬时色心的吸收〔
5 · 9 ]等

“

热源
”

有关
,

也

与晶体的热胀系数
、

导热系数及折射率的温度系数等参数有关 [‘2 ]
。

本文的实验表明在(N d,

Ce ) : Y A G 中掺人 T护
十

可以改善热畸变效应
,

提高其热稳定性
,

但其作用机理究竟是改善了折

射率的温度系数等参数
,

还是抑制了瞬时色心的吸收
,

减少了
“

热源
” ,

目前尚不清楚
,

有待进一

步研究
。

参 考 文 献

1 B la s s G
.

J C h e m P hys ,

1 9 6 7 ; 4 7
:

12 9 0

2 H o llo w a y W W
,

K e st ig ian M
.

J O S A
.

1 9 6 9 ; 5 9
:
6 0

3 K o sa 及e助 H C
,

H sa H o B B T
.

n 严
K
水

.

Cn
e K T ,

19 7 7 ; 2 7
:
5 4 6

4 M a r e s J A
.

Q
e e h J P h邓

,

1 9 8 5 ;
B3 5 : 8 3 3 1 9 8 6 ; B

:
3 6

:
10 7 9 R e v P h” A pPI

,

1 9 8 7 ; 22 ; 14 5

5 K va Pil J
,

K va PilJ此
,

K u b el k a j et a l
.

Cz ec h J P h外
,

19 8 4 ,

B3 4
:
5 8 1

6 翟清永
,

张思远
,

梁泽荣 et a l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
,

8 8 1 0 2 6 5 1
.

4
.

公开号 C N 10 3 0 7 9 8 A
.

19 8 8

7 孙洪健
,

张思远
,

梁泽荣 et al
.

人工晶体学报
,

19 8 9 ; 18 :

28 7

8 Sho k in A A
.

K朋“ 9 刀既 T ,

1 9 7 4 ; l : 42 3 Kova le v a N S
,

K o t山ik o v a V G
,

Iva nov A 0 et a l
.

K加“ 3 刀e KT ,

19 8 1 ; 8 :

10 4 5 1 9 8 1 ; 8 : 2 4 3 3

9 曹余惠
.

激光与红外
,

199 4 ; 24
:
8

10 翟清永
,

应佐庆
.

孙洪建 et al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
,

21
.

93 12 12 98
.

7
.

公开号 C N 10 8 86 35 A

11 孙小卫
,

史红民
,

杨 杰 et al
.

中国激光
.

19 9 4 ;
21 (2 )

:

%

12 杨臣华
,

梅遂生
,

林钧键
.

激光与红外技术手册
.

北京
:

国防工业出版社
,

199 0

怜 书 餐

作者简介
:

翟清永
.

男
,

19 3 5 年 5 月出生
。

研究员
。

主要从事激光材料方面的研究工作
。

收稿日期
:

1 9 9 5
一

0 7
一

2 0

、

浴备
,

奋今
, 户

、

, 盏‘产‘产
、

公户
、

奋备 、
, 户

、

公户咭 谷盏‘产‘产
、
, 户

、

公产
、
冲户

、

公户州
小 、
冲户

、
, 户

,

公户
、

公户
、
公户

、
公户

,

公户‘产‘产
、

, 小‘岁如、
, 户

,

公户
、
目户

.

, 户‘产‘产‘产‘户
、

, 户‘产‘产
、

岁伽 吧苦小 ,

公户

·

产品简讯
·

激光光斑跟踪器

加拿大 Mer ch an te k El ec t ro 御tic
s
公司推出一种由 PC 机控制的光斑跟踪器

,

监控 C W 光

束位置和漂移
,

重频为 loH : ,

波长为可见光至 1拜m 的近红外区
。

当仪器超量程时
,

可 自动报

警
。

该仪器包括软件包
,

可用于光束定位
,

监控功率起伏
。

丁育明
,

巩马理 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