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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 FWHM )大于激光下能级寿命时, B= 1, 连续泵浦条件下 SQ 大约为 102ns 量级, 大于

NdBYAG的下能级寿命 30ns[ 11] , 在/阈值0附近可取: Su= 5. 5 @ 10- 4 s, 代入( 30) 式计算得

B 0 U1/ 300, 由脉冲周期 T = 2P/ X和( 29)式得:

T (B 0) = 2PSu/ LvR$n tm SuB 0- ( B 0+ 1) 2 = 1/ f ( B 0) ( 37)

经计算得重复频率 f ( B 0) U 104/PHz,与 3kHz左右的实验结果相当接近, 由( 15)式、( 25)式与

( 29)式可知,脉冲重复频率与外界泵浦强度近似有线性关系, 这也是与实验观察的结论相吻

合,因此, 表明以上分析是可靠的。在灯泵浦条件下, 由于受热透镜效应和热应力破坏等因素

的制约, 泵浦强度不会很大, 并且通过提高输出镜的透过率, 可以使 $n t m变大, 而且由于

I s/ I b
0
= 2Rg Sg / ( BRSu) n 1,仍符合 AEA条件, 导致( 29)式根号中的前项远大于后项。以上分

析在一定范围确定了 Q 脉冲周期与各参量之间的相互关系,给出了/多脉冲0现象定量的解释
和脉冲周期与有关参量的解析表示式, 这将有助于被动调 Q 激光材料与器件的实验研究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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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讯#

输出功率 201 5W 紫外全固态激光器

日本三棱电子公司等机构的研究人员最近研制出波长 266nm 紫外全固态激光器,紫外激

光输出平均功率达到 2015W,重频 10kHz, 其中绿光注入功率为 10518W,四次谐波转换效率
1914%。器件由二极管泵浦 Q开关 NdBYAG 倍频激光器和硼酸铯锂( CLBO)四次谐波非线
性晶体组成。CLBO晶体长 15mm , 62b方向切割, Ñ类相位匹配, 晶体表面光洁度 0159nm (均
方值) ,采用加热法( 14) e )防止晶体潮解。倍频激光器脉宽为 80ns,光束质量 M

2= 10,入射

到 CLBO晶体中的光斑直径为 013mm。没有出现饱和及光损伤现象, 进一步提高绿光功率将
使紫外光输出功率更高。

(於祖兰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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