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版
权

所
有

 ©
 《

激
光

技
术

》
编

辑
部

第 31卷 � 第 3期

2007年 6月

激 � � 光 � � 技 � � 术
LASER TECHNOLOGY

Vo .l 31, No. 3

June, 2007

� � 文章编号: 1001�3806( 2007) 03�0253� 04

2kJ高能量钕玻璃激光器的热管理技术分析

田国周
1, 2

,欧群飞
2, 3

, 钟 � 鸣
2
, 叶大华

2
, 吕百达

1

( 1.四川大学 激光物理与化学研究所,成都 610064; 2. 西南技术物理研究所,成都 610041; 3. 中国科学院 光电技术研究

所, 成都 610209)

摘要: 为了进一步提高激光器输出功率,针对脉冲串工作的 2kJ高能量钕玻璃固体激光器,采用有限差分法, 对比

研究了传统恒温水冷方式和采用传统水冷与加热控制相结合的新型热管理技术下的激光棒温度分布情况。结果表明,

采用新型热管理技术可以降低激光棒内的温度梯度,确保高能量激光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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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 t: To get h igher lase r output, the tem perature d istr ibution of a pu lsed 2kJ h igh energy Nd�g lass so lid�sta te laserw as

num erically stud ied by m eans of fin ite diffe rence under two therm a lm anagem ent m ethods, .i e. , the trad itiona lm ethod w ith a fixed

coo ling w ater temperature, and the novel m ethod w ith an alte ring w ater tem pera ture. It is show n that the temperature grad ient in

the laser rod can be lim ited to a low leve l and h igher energy could be outputted if the novel therma l m anagem ent me thod

emp loy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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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 言

众所周知,在设计固体激光器时,抽运过程中激光

介质热效应是必须要考虑的问题。热效应会降低光束

质量, 甚至还会对激光工作物质造成破坏。目前,国内

外对激光介质热效应的研究在理论上基本成熟, 现有

的热管理技术也基本能够满足常规固体激光器的需

要
[ 1]
。但是对于高能量输出的固体激光器,如何选择

合适有效的热管理技术就成为一个非常关键的技术难

题。为此,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技术方案
[ 2~ 5]

,如固

体热容激光器、紧凑有源反射镜激光器、主振荡功率放

大器、边抽运板条激光器、光纤激光器以及多台激光器

输出光束相干合成技术等。

针对 2kJ高能量钕玻璃固体激光器, 从理论分析

了传统水冷方式和采用加热控制的新型热管理技术下

的激光棒温度分布,分析结果表明,采用加热控制的新

型热管理技术,激光棒内的温度梯度大大降低,可以确

保 2kJ高能量激光输出
[ 6]
。

1� 理论分析

如图 1a所示,所设计的 2kJ高能量钕玻璃固体激

� �

Fig. 1� a th e end view of th e pum p ing structu re� b the s ide view of the

laser rod and the coord in ate definit ion

光器采用漫反射腔内 4灯抽运方式。用 4块漫反射板

做成的漫反射器能使闪光灯发射的光更加均匀的入射

到棒上。 4只闪光灯位于方形漫反射器的 4角, 对激

光棒进行侧面抽运。为了简化分析, 假设激光棒内的

抽运光分布具有轴对称性, 故计算时只要考察其纵向

剖面的上半部分即可。图 1b中给出了计算采用的空

间坐标系 ( r, z ), r为半径方向, z为纵向光轴方向。假

设激光介质外表面 �均受到冷却水的强制对流传热。

由于激光介质的温升范围并不大, 因而可以假设

介质的热物性参数与温度无关。对于图 1所示的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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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介质吸收抽运光引起的温度分布满足如下热传导

方程及条件:

�
2
T

�r
2 +

�T
r�r

+
�
2
T

�z
2 +

q( r, z, t )
 

=
!cp
 

! �T
�t

(1a)

 
�T
�r �

= - h (T-Tw ), (强制对流换热边界条件 ) ( 1b)

T t= 0
= T 0, (初始条件 ) (1c)

式中, !为介质密度, cp 为介质比热容,  为导热系数;

�指激光介质外表面; h为激光棒表面与冷却水之间

的传热系数; T w为冷却水的温度, T 0为初始时刻温度。

q ( r, z, t )表示激光介质吸收抽运光产生的内热源强

度。采用光线追迹方法
[ 8]
可以获得图 1所示抽运结构

内的激光棒吸收抽运光分布, 进而可以获得抽运过程

中激光棒的内热源强度。

考虑脉冲重复频率较低、占空比较小的情况:脉冲

串工作时,抽运脉冲持续时间为 3ms, 而脉冲与脉冲间

隔为 15s,每个脉冲串包含 10个脉冲,串与串之间间隔

25m in。可将一个周期分成两个阶段, 即脉冲抽运阶段

和抽运后热扩散阶段来进行分析。在脉冲抽运阶段,

考虑到抽运持续时间比脉冲重复周期短两个数量级,以

及大尺寸钕玻璃介质导热性不是很好, 在脉冲抽运阶

段,可以忽略热扩散项。并且考虑到钕玻璃棒的长度远

远大于棒直径的情况, 可以忽略轴向 ( z方向 )的热传

导。于是可以将 ( 1a)式分为如下两个阶段来表示:

Tm ( r ) = Tm, in +
q ( r) ∀t
!cp

, (抽运阶段 ) (2a)

!cp � T∀m ( r, t)

 �t
=
�
2
T ∀m ( r, t)

�r
2 +

� T∀m ( r, t)

r�r
, (扩散阶段 ) ( 2b)

( 2a)式中, ∀t表示抽运脉冲宽度, 取 ∀t= 3ms; Tm ( r )

表示第 m 个抽运脉冲刚刚辐照过后的瞬时温度分布,

Tm, in为第 m个抽运脉冲来临之前的介质温度分布, 在

此阶段中,可以忽略介质中的热扩散过程。 ( 2b)式描

述了热扩散阶段介质中的温度变化, 此阶段始于第 m

个脉冲刚过去,止于第 (m + 1 )个脉冲到达之前, 由于

在这个阶段中没有抽运光辐射, 因此为无内热源的扩

散过程,其中Tm ∀( r, t)表示第 m 个脉冲过后至第 (m +

1)个脉冲来临之前的时间段内的热扩散过程中的温

度分布。

采用有限差分方法对上述微分方程进行数值计

算。计算时,首先根据初始条件 ( 1c)式得 T 1, in = T 0,再

由 ( 2a)式计算第 1个抽运脉冲在辐照阶段引起的介

质温度分布 T 1; 然后以此温度分布作为T1 ∀的初始条

件,再加上边界条件 ( 1b)式, 求解扩散阶段微分方程

( 2b)式,得到扩散阶段每个时刻的温度分布T 1 ∀。第 2

个脉冲来临时,有 T 2, in = T 1 ∀( t= tin ), 其中 tin表示脉冲

间隔时间。接着采用同样的方法来计算温度分布 T 2

和T 2 ∀。以此类推,就可以计算脉冲抽运过程中任意时

刻的介质温度分布。

2� 计算结果及分析

2. 1� 激光棒吸收抽运光分布

采用光线追迹方法
[ 7]
, 对图 1所示的灯抽运结构

下钕玻璃棒截面内的吸收抽运光分布进行了计算模

拟。计算时采用的钕玻璃棒的参数见表 1, 采用的抽

运灯发射光谱和钕玻璃吸收光谱见参考文献 [ 8]。
Table 1� The param eters ofNd�glass

param eter valu es

radiu sR 20mm

lengthL 920mm

dens ity ! 2830kg /m3

specif ic heat c
p 750 J / ( kg! K)

thermal conduct ivity  0. 558W /( m! K)

模拟结果如图 2所示。

Fig. 2� The absorb ed pump l igh t d istribu tion in Nd�galss laser rod, under the

fou r� lam ps�pum p ing

图中出示采用如图 1所示抽运结构时钕玻璃棒吸

收的抽运光分布。从图 2可以看出, 靠近灯的区域是

强区,灯之间的部分较弱, 但仍高于棒中心区域。中心

部分的能量密度是强区的 50%左右,这主要是因为棒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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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尺寸较大造成的。由吸收抽运光分布就可以获得激

光棒在抽运阶段的内热源强度。为了便于简化计算,

将激光棒内热源强度近似为轴对称抛物线分布。

2. 2� 激光棒中的温度分布

2. 2. 1� 单个抽运脉冲引起的瞬态温升 � 不考虑抽运

过程中的热传导,可以估算得出一个脉冲过后,激光棒

内的瞬态平均温升为:
� � � � ∀T =

#E in

!cp ( ∃R
2
L )

( 3)

对于输出为 2kJ的高能钕玻璃激光器, 假设每个脉冲

需要输入电能 E in = 100kJ,棒耗散热量效率 #= 5%。

根据 ( 3)式, 计算得到一个抽运脉冲过后激光棒内的

平均温升为 ∀T# 2∃ 。根据激光棒吸收抽运光的分布

情况, 忽略热传导,一个抽运脉冲过后, 激光棒内的瞬

态温升近似为抛物线分布,如图 3所示。

Fig. 3� The g iven trans ien t tem peratu re rise d istribu tion ju st after each pu lse

pum p ing

根据图 3所示的单个抽运脉冲过后引起的瞬态温

升分布,分别计算了传统冷却方式 (冷却水温恒定 )和

新型热管理方式 (传统水冷与加热控制相结合 )下, 激

光棒脉冲串工作时的温升情况。

2. 2. 2� 冷却水恒定时激光棒中的温度分布 � 若采用

传统冷却方式,冷却液温度恒定为 T w = 20∃ 。假设冷

却水与激光棒表面传热系数为 h = 1000W /(m
2 ! K )。

采用有限差分法,得到采用传统恒温水冷却的热管理

技术时激光棒中的温度分布如图 4所示。

Fig. 4� The variation of tem perature distribu tion under trad itional therm al

m anagem entm ethod

图 4示出了传统水冷方式下脉冲串工作时激光棒

内的温度分布随时间的变化情况。由图 4可见, 随着

脉冲个数增加,激光棒中心温度逐渐升高,但激光棒表

面由于受到恒定水温的冷却,温度升高缓慢,由此导致

激光棒内外温差逐渐增大。棒内较大的温度梯度将引

起严重的热效应,严重降低输出光束质量。

2. 2. 3� 采用新型热管理技术下的温度分布 � 在一个

抽运脉冲结束时,棒内将形成边缘温度高中心温度低

的温度分布,若采用传统水冷方法和加热控制相结合

的新型热管理方法, 即采用快速升高冷却液的温度的

方法来降低激光棒中心和边界的温差。由于脉冲间隔

远小于热时间常数
[ 9]
, 当下一抽运脉冲来临时, 棒还

无法达到热平衡,下一个抽运脉冲形成的瞬态温度梯

度将叠加在上一个温度梯度上。当输出一连串的脉冲

后,再冷却载热剂和激光棒。采用新型热管理方法下

的激光棒温度分布如图 5所示。

Fig. 5� The variation of temperatu re d istribu tion under novel therma lm an�
agem en tm ethod

图 5示出了采用新型热管理方法的钕玻璃棒温度

分布随时间变化的情况。计算时假设初始水温为

20∃ ,每个脉冲过后立即将冷却水温度升高 2∃ 。有
图可见,采用加热控制的方法, 导致激光棒表面的温度

比中心的温度稍高,随着脉冲个数的增加,棒内温度分

布呈整体升高趋势, 但每个脉冲过后的棒内温度梯度

变化缓慢。由此可见,采用新型热管理技术,由于棒内

温度梯度较小,因此, 热效应也就减少。

比较传统冷却方式和加热控制方式下的激光棒中

的最大温度差,如图 6所示。

Fig. 6� The variation of the maxim um tem perature difference in the laser rod

由图 6可见, 采用传统冷却,在 10个脉冲结束时,

激光棒中的最大温差将达到 15∃ ,而采用每个脉冲后

快速加热冷却液的方式, 在 10个脉冲结束时, 激光棒

中的最大温差还不到 4∃ 。但是, 比较图 4和图 5可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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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新型热管理技术下激光棒内整体温度比传统冷却

方式下的温度要高, 说明新型热管理方式下脉冲工作

时间不能太长,比如经过 10个脉冲后, 激光器必须停

止工作,期间将冷却水温度迅速降低, 经过大约 25m in

后激光棒的温度分布又恢复到初始状态,之后又可以

进行下一个脉冲串工作。

3� 结 � 论

对比研究了脉冲串工作的 2kJ大能量钕玻璃固体

激光器在传统水冷方式和新型热管理方式下的温度分

布。结果表明,采用新型的热管理技术,脉冲串工作时

在每个脉冲过后迅速加热水温, 可以大大的降低激光

棒中的温度梯度。由前面的分析, 热效应的产生是由

于由于抽运和冷却的不均匀产生的温度梯度造成的,

采用新型的热管理技术,可以大大减小激光介质中的

温度梯度,因此, 由于温度梯度产生的热应力、热透镜、

热致双折射现象必然会相应的减小, 可以保证大能量

输出的同时保持较高的光束质量。但由于采用加热控

制后水温和激光棒内温度整体升高, 因此在工作一个

脉冲串后,必须对冷却水和激光棒进行降温控制,恢复

激光棒温度到初始状态。由此可见, 采用传统冷却和

加热控制的新型热管理技术, 可以实现高能量激光输

出。

新型热管理技术和传统热管理技术最大的不同就

在于冷却液的温度,前者是在脉冲过后加温冷却液,脉

冲串后再对冷却液进行降温; 后者一般保持冷却液温

度恒定不变。从技术实现上来说, 可以把现有循环冷

却水系统改造成可以迅速加热和制冷的新型热管理系

统。目前,作者正进行试验工作, 有关结果将另文报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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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RD )和扫描电镜 ( SEM )对薄膜的结构和表面开貌

进行分析。发现在室温下溅射制作的 SnO 2薄膜为非

晶态, 经 300∃ 的高温退火后, SnO2薄膜由非晶态变为

多晶态,具有四方的金刚石的结构。CuO掺杂的体积

分数小于 0. 05时,其对 SnO2薄膜结构并无多太的影

响,当 CuO掺杂的体积分数较大时,将使 SnO2薄膜的

衍射强度减少,而且衍射峰发生宽化,抑制了晶粒的生

长。在金红石棱镜的底面上先溅射一层起 SPR作用

的金属 Ag薄膜, 然后再在金属 Ag薄膜上溅射 CuO为

掺杂的 SnO2传感膜, 而且均在 300∃ 温度下退火, 以

H2 S为检测气体, SPR实验表明, 不同的 CuO掺杂体

积分数, SPR的共振角不同, 这可能是由于 CuO掺杂

体积分数的不同, 导致薄膜的介电常数的不同, 因而

SPR的共振角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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