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版
权

所
有

 ©
 《

激
光

技
术

》
编

辑
部

第 30卷 � 第 1期

2006年 2月

激 � � 光 � � 技 � � 术
LASER TECHNOLOGY

Vo .l 30, No. 1

February, 2006

� � 文章编号: 1001�3806( 2006) 01�0086� 04

角抽运板条固体激光器热效应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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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对二极管角抽运板条固体激光器的稳态热效应分析, 提出了在角抽运条件下激光介质内部热源分布的

模型。以此为基础, 从稳态热传导方程和边界条件出发, 计算了激光介质中的温度分布; 同时分析了这一特定温度分布

条件下增益介质的应力分布以及由于温度分布和应力分布引起增益介质的光学畸变, 这些结果可以为二极管角抽运全

固态激光器的稳定设计提供基础理论依据。

关键词: 激光器; 角抽运;温度分布; 应力分布; 光学畸变

中图分类号: TN248. 1� � � 文献标识码: A

Analysis of therm al effects in corner�bumped slab solid�state lasers

SHENG Da�cheng, GONG Ma�li, LIU Q iang, LI Chen

( Center for Pho ton ics and E lectron ics, Depa rtm en t of Prec ision Instrum ents and M echano logy, T singhuaUn ive rsity, Be ijing 100084, Ch ina)

Abstrac t: The theoretical ana ly sis of therm a l effects in corne r�bumped slab so lid�state lasers is presen ted. A new m ode l of

the heat d istr ibu tion is proposed. Based on this m ode ,l the d istr ibution of temperature and stress is ca lcu la ted. The optica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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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 言

高功率固体激光器的发展面对的一个最重要的问

题就是激光介质的热效应。近年来发展的二极管抽运

固体激光器的主要优点就是减少热效应和提高效率。

二极管抽运条件下, 工作物质中的温度分布特性远比

灯抽运条件下复杂得多,它不仅与抽运功率有关,还与

具体的抽运结构参数密切相关。20世纪 90年代, 人

们对二极管抽运条件下工作物质热效应的研究主要集

中在端面抽运方式
[ 1 ~ 4]

, COUSINS对采用 �大礼帽  

( top�hat)光束端面抽运的激光棒进行了分析, 建立了

棒内的温度和应力的解析模型
[ 2]

; 而对二极管侧面抽

运条件下热效应的研究是从本世纪初开始的
[ 5~ 7 ]

; 至于

角抽运,这是一个全新的抽运方式,在 2002年才由作者

所在实验室的课题小组提出
[ 8, 9]

, 现已经实现了 200W

连续输出
[ 10]

,但由于热效应的影响,输出功率出现了饱

和现象,所以,对其进行热效应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1� 角抽运板条激光介质的内热源分布

角抽运方案的总体结构如图 1所示。特点如下:

将抽运光源放置在板条的角部位置, 使抽运光从板条

的角部平面入射到板条内部,板条采用中心掺杂,四周

键合不掺杂的结构,保证了抽运光在板条中心被吸收,

能够达到更高的抽运功率密度和更好的抽运均匀性,

适用于低吸收系数的固体激光介质, 比如低掺杂的

Yb!YAG晶体或者 Tm!YAG晶体等。

Fig. 1� The schem at ic d iagram of the corner�pumped slab so lid�state lasers

定义掺杂增益介质的几何尺寸为: a (长度 ) ∀ b

(宽度 ) ∀ t (厚度 ), 增益介质整体几何尺寸为: L (长

度 ) ∀w (宽度 ) ∀ t (厚度 ), 其中, L 0为去除斜角后的

长度, w0为去除斜角后的宽度, �为角平面与长度方向

的夹角。建立坐标系, 坐标原点取增益介质的中心, x

轴沿着宽度方向, y轴沿着厚度方向, z轴沿着长度方

向,如图 1所示。总的抽运功率为 P p, 4个角的抽运功

率均为 P p /4, 增益介质单位长度的吸收系数为 �。

角抽运可以等效为端面抽运和侧面抽运的结合。

简化后的抽运增益介质的结构示意图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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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ig. 2� Th e schem atic d iagram of the pum p structu re after p red igest ion

对于侧面抽运, 增益介质内的抽运功率密度分布

为
[ 11]

:

 abs ( x ) =
�P p cos

2
( �)

ta

exp( - �b /2)
1 - R p

1
exp( - �b)

co sh( �x )

(1a)

式中, R p
1
为由于角平面泄漏抽运光导致的侧面平均反

射率, 大小为: L0 /L。同样对于端面抽运:

 ab s ( z ) =
�Pp sin

2
( �)

tb
exp( - �a /2)

1 - R p
2
exp( - �a )

cosh(�z )

( 1b)

式中, R p
2
为由于角平面泄漏抽运光导致的端面平均反

射率, 大小为: w 0 /w。

所以,得出在角抽运条件下增益介质内部吸收的

抽运能量分布的模型:

 ab s (x, z ) =  abs (x ) +  ab s ( z ) =

�Pp co s
2
( �)

ta
exp( - �b /2)

1 - R p
1
exp( - �b )

cosh( �x ) +

�P p sin
2
( �)

tb

exp( - �a /2)
1- R p

2
exp( - �a)

cosh(�z ) ( 2)

增益介质吸收的抽运能量一部分转化为激光能量输

出,还有一部分转化为热量,这一转化系数为 !h,那么

内热源的热功率密度模型为:

Q ( x, z ) = !h  abs ( x, z ) = !h  ab s ( x ) + !h  abs ( z) =

Q ( x ) + Q ( z ) ( 3)

下面将根据这一模型对晶体的热效应进行分析。

2� 角抽运板条激光介质内部的温度及应力分

布

� � 在理论分析之前先作如下假设: ( 1)增益介质的

物理特性不随温度变化; ( 2)增益介质上下表面冷却,

其余表面绝热; ( 3)增益介质的长度远大于宽度。

稳态情况下的热传导方程
[ 12 ]

:

∀
2
T

∀x
2 +

∀
2
T

∀y
2 +

∀
2
T

∀z
2 = -

Q ( x, y, z )

#
( 4)

式中, #为增益介质的导热系数。

边界条件见下面几个式子。

端面与侧面绝热:

∀T
∀x

= 0,当 x = # b
2
时 (5a)

∀T
∀z

= 0, 当 z = # a
2
时 ( 5b)

对于增益介质上下表面,采用牛顿冷却定律:

#
∀T
∀y

+ k∃T = 0,当 y =
t
2
时 (5c)

- #
∀T
∀y

+ k∃T = 0,当 y = -
t

2
时 ( 5d)

式中, k为传热系数。由于增益介质的长度远大于宽

度,那么长度方向上的吸收深度远大于宽度方向上的

吸收深度,因此, 可以把宽度方向上的内热源功率密度

近似为常数。再由边界条件 ( 5a)式可以得出宽度方

向:即 x轴方向的温度分布为常数,所以 ( 4)式可以简

化为:

∀
2
T

∀y
2 +

∀
2
T

∀z
2 = -

Q (x, z )

#
= -

Q 0x

#
-
Q ( z )

#
( 6)

式中, Q 0x = Q ( x )为宽度方向上的平均热功率密度:

Q 0x = Q (x ) =
∃
b/2

- b /2
Q ( x ) dx

b
=

!hP p cos
2
( �)

tab
1 - exp( - �b)

1 - R p
1

exp(- �b)
(7a)

同样:

� Q 0z = Q ( z ) =
∃
a /2

- a /2
Q ( z )dz

a
=

!hPp sin
2
( �)

tab

1 - exp( - �a)
1 - R p

2
exp( - �a )

( 7b)

结合具体的边界条件 ( 5b)式, ( 5c)式, ( 5d)式, 求解

( 6)式, 得出晶体内部的温度分布:

T ( y, z ) =
Q 0 t

2

8#
1 +

4#
kt
-

2y
t

2

+

2Q 0z

# %
&

n = 1

( - 1)
n

�
2
n

( �a )
2

(�a)
2
+ 4n

2
%

2 ∀

1 -
cosh(�ny )

#�n
k

sinh �n
t

2
+ cosh �n

t

2

co s(�nz ) ( 8)

式中, Q 0 = Q 0x + Q 0z, �n = 2n% /a。

沿着 y轴和 z轴的温度分布如图 3a,图 3b所示。

F ig. 3� Th e tem perature d istribu tion

a∋ y ax is� b∋ z ax is

晶体的尺寸为: a = 36mm, b = 4mm, t= 1mm, L =

40mm, L 0 = 36mm, w = 8mm, w 0 = 4mm,夹角 �= 45(, 抽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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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功率 P p = 4000W,晶体的吸收系数 �= 0. 444 /cm,导

热系数 #= 14. 00W /(m) K ), 冷却介质表面传热系数

k= 30000W /(m
2 ) K ),冷却液温度为 0∗ 。

从图 3b可以看出, 沿着 z轴晶体温度中间高, 两

边低, 这与端面抽运和边界绝热的物理条件是一致的;

而图 3a表示沿着 y轴晶体的温度中间高, 两边低, 这

也和晶体上下表面冷却的物理条件相一致。

增益介质垂直于激光的截面内的平均温度为:

T a =
1

tb ∃∃T (x, y ) dxdy =
1

t ∃T ( y, z ) dy ( 9)

为了计算方便,取一些特殊的 z值,使 �n z= # %
2

,那么

cos( �n z ) = 0,由此计算出:

T a = T c +
Q 0 t

2k
+
Q 0 t

2

12#
( 10)

式中, T c为冷却液体的温度。增益介质横截面的的温

度变化:

T+(x, y ) = T (x, y ) - T a =
Q 0 t

2

#
1

24
-

1

2
y
t

2

( 11)

对于任意 z处的平均温度可以直接通过 ( 8)式积分求

得。根据 ( 10)式, 可以通过减小增益介质的厚度, 或

者提高传热系数来降低增益介质的平均温度。增益介

质截面内的归一化温度分布如图 4所示。可以看出主

要在厚度方向上温度分布不均匀,因此,可以通过之字

型形光路来消除因厚度方向上温度不均匀性造成的各

种热效应。

F ig. 4� Th e norm alized tem perature d istribu tion of the s lab sect ion

由于温度分布的不均匀, 增益介质中不同部分的

热膨胀不同,导致热应力, 严重的时候会使增益介质断

裂。增益介质内部的应力分布为
[ 13]

:

&xx =
E�

( 1 - ∋)
T+( y ) =

Q 0

2M y
2
-

t
2

12

&zz = &xx

( 12)

式中, M =
( 1- ∋)#
�E

是材料的常数, 对于 Yb!YAG, M =

5. 5 ∀ 10
- 6

m
2

/ s。沿着 y轴方向的 &xx应力分布如图 5

所示。

从图 5可以看出, 材料的最大表面应力: &max =

Q 0 t
2
/12M ,在设计增益介质结构的时候,这个最大的应

力要小于材料的最大许用应力,避免发生炸裂的情况。

F ig. 5� The stress d istribut ion &xx along y axis

3� 角抽运板条激光介质的光学畸变效应

一般来说,引起增益介质折射率发生变化的因素

主要有两点:一是因温度梯度导致折射率的改变;二是

热致应力通过光弹性效应产生折射率变化。由于增益

介质内温度梯度引起的折射率变化可表示为:

∃n (x, y )T =
dn
dT

T+( x, y ) ( 13)

式中, dn /dT 为折射率温度系数。将 ( 11)式代入 ( 13)

式得到:

∃n ( x, y )T =
dn

dT

Q 0 t
2

#
1
24
-

1
2

y

t

2

( 14)

由于热应力在增益介质内部产生光弹性效应, 导致这

个区域的折射率发生改变。折射率变化计算比较复

杂,需要大量的张量计算, 这里基于文献 [ 13]中板条

增益基质的结果,结合角抽运的温度,应力结果进行分

析: ∃nxx (x, y ) = B, & zz + B− &xx

∃nyy (x, y ) = B, ( &zz + &xx )

∃nzz ( x, y ) = ∃nxx ( x, y )

( 15)

对于 YAG材料, 折射率 n = 1. 82, dn /dT = 7. 3 ∀
10

- 6
/K, B, = 0. 34 ∀ 10

12
/Pa, B − = - 0. 91 ∀ 10

12
/Pa。

对于激光束直接沿着 z轴通过增益介质, 把温度与应

力分布函数代入 ( 14)式与 ( 15)式并与原折射率相加,

得到现在增益介质的折射率分布:

nx = n
0
x (1 -

�x
2
y

2
)

ny = n
0
y (1 -

�y
2
y

2
)

( 16)

式中,

n
0
x = n +

dn
dT

Q 0 t
2

24#
-
Q 0 t

2

24M
(B , + B − )

n
0

y = n +
dn
dT

Q 0 t
2

24#
-
Q 0 t

2

12M
B ,

( 17)

�x =
2

n
0
x

dn

dT

Q 0

2#
-
Q 0

2M
(B , + B − )

�y =
2

n
0
y

dn

dT

Q 0

2#
-
Q 0

M
B,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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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x, y偏振光,折射率的分布近似一个柱透镜效果,

对应的焦距分别为:

fx =
1

n
0
x a�x

fy =
1

n
0
y a�y

( 19)

式中, a为增益介质的长度。图 6a和图 6b是 x, y方向

焦距随输入功率的变化曲线。

F ig. 6� The cu rve of the focusw ith the inpu t pow er

a∋ x axis� b∋ y axis

在这里,焦距是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由于温度

不均匀性引起折射率的非均匀分布导致的热焦距, 因

为 x方向温度分布均匀,所以 x方向没有热聚焦;另一

部分是由于应力引起的折射率变化导致的聚焦效应,

在 x和 y方向上都不同程度上存在这种聚焦效应。从

图中可以看出随着输入功率的增加, 焦距逐渐变小,在

低输入功率时, 焦距很大,但是对于高输入功率的时

候,比如当输入功率为 4000W 时, fx 和 fy 分别为

20. 67mm和 32. 48mm,焦距就比较小了,出现了聚焦效

应,因此,在设计激光器的谐振腔时, 就要考虑补偿这

种热透镜效应。

4� 小 � 结

激光晶体吸收激光二极管的抽运光能量, 产生激

光振荡的同时,有相当一部分抽运光能量会转变为激

光晶体的热量并耗散在晶体内,随着抽运功率的提高,

晶体的热效应几乎影响到激光器性能的各个方面, 如:

谐振腔的稳定性、腔模尺寸、模间耦合效率、输出光束

质量等,是高功率激光器系统进行设计时首要考虑的

因素之一。本文中在分析了二极管角抽运条件下增益

介质内部吸收能量的分布基础上, 导出了增益介质的

内热源分布函数。从稳态热传导方程出发并结合具体

的边界条件,对二极管角抽运 Yb!YAG增益介质内的

温度分布特性进行了理论分析。同时, 分析在这一温

度分布条件下增益介质的应力分布; 以及由于温度分

布和应力分布导致增益介质的光学畸变。这些分析为

高功率角抽运激光器谐振腔设计以及光束质量控制提

供了必要的理论基础。

参 考 文 献

[ 1] � INNOCENZIM E, YURA H T, FINCH ER C L et al. Therma lm odeling

of cont inuous�w ave end�pum ped solid�s tate lasers [ J] . A P L, 1990,

56 ( 19) : 1831~ 1833.

[ 2] � COUS INS A K. Tem peratu re and th erm al stress scaling in f in ite�length

end�pum ped laser rods [ J ]. IEEE J Q E, 1992, 28 ( 4 ): 1057 ~

1069.

[ 3] � OZYGUS B, ERLLARD J. Thermal len s determ ination of end�pum ped

solid�state lasers w ith transverse beat frequen cies [ J] . A P L, 1995,

67 ( 10) : 1361 ~ 1362.

[ 4] � CHEN Y F, HUANG M, KAO C F et a l. Op tim izat ion in scaling fib er�

coup led laser�d iode end�pum ped lasers to h igher pow er: inf luence of

therma l effect [ J] . IEEE JQ E, 1997, 33 ( 8 ): 1424 ~ 1429.

[ 5] � XIE W, TAM S, LAM Y et a l. Th erm al and op tical propert ies of d iode

s ide�pumped solid state laser rod s [ J]. Op t& Laser Techno,l 2000, 32

( 3 ): 193~ 198.

[ 6] � XIE W, TAM S, LAM Y et al. Inf luence of the therm al effect on the

TEM 00 m ode ou tpu t pow er of a laser�d iode s ide�pum ped solid�s tate la�

ser [ J] . App lOpt, 2000, 39 ( 30 ) : 5482~ 5487.

[ 7] � FLUCK R, H ERMANN M R, HACKEL L A. Energet ic and therm al

perform an ce of h igh gain d iod e�side pum ped Nd!YAG rods [ J] . App l

Phys, 2000, B70 ( 4) : 491 ~ 498.

[ 8] � GONG M L, L I Ch, LIU Q e t al. Corner pum p ing m ethod for s lab ge�

om etry lasers and solid�state lasing ga in modu les [ P ] . Ch ina Patent:

02129485. 2, 2002�08�23( in Ch inese) .

[ 9] � GONG M L, L IC h, L IU Q et a l. C orner pum p ing m ethod for solid�state

lasing m aterials operated at low absorpt ion coef ficien t [ P] . US Patent:

10 /719072, 2003�06�27.

[ 10 ] � GONG M L, L I Ch, LIU Q e t al. 200W corner�pum ped Yb!YAG slab

laser [ J]. App l Phys, 2004, B79( 3 ): 265~ 267.

[ 11 ] � RUTH ERFORD T S, TULLOCH W M, GUSTAFSON E K et a l.

Edge�pum ped quas i�three�level slab lasers: design and pow er scaling

[ J] . IEEE JQ E, 2000, 36 ( 2) : 205 ~ 219.

[ 12 ] � YANG Sh M. H eat transfer [M ] . Bei jing: H igh E ducation Press,

1997. 31 ( in Ch inese) .

[ 13 ] � EGGLESTON JM, KANE T J, KUHN K et a l. The slab geom etry la�

ser∋ ∋ ∋ part 1. Theory [ J] . IEEE JQ E, 1984, 20 ( 3) : 289~ 301.

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