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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子晶体光纤与飞秒激光技术》

内容概要

《光子晶体光纤与飞秒激光技术》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飞秒激光技术概论，包括第1～6章，涉
及的内容为飞秒激光的基本知识、锁模技术、放大技术、测量技术及相关的一般性理论。第二部分为
光子晶体光纤，包括第7～9章，涉及的内容为光子晶体光纤光理论基础、计算方法及多种光子晶体光
纤的结构特性及其理论描述。第三部分为光子晶体光纤飞秒激光技术，包括第10～12章，涉及的内容
为光子晶体光纤飞秒激光技术振荡器、放大器，以及飞秒激光技术在光子晶体光纤中的传输特性、频
率变换特性等。第四部分（第13章）为光子晶体光纤飞秒激光技术应用，简要介绍了光子晶体光纤飞
秒激光技术在高功率紫外飞秒激光、高功率高重复频率快速微纳加工、高功率太赫兹辐射源和高功率
超连续谱光源等方面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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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光纤飞秒激光技术新概念 参考文献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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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3.6.4 色散补偿技术 从前一节的钛宝石锁模动力学过程的分析可知，钛宝石激光器
获得最窄脉冲宽度取决于精确的腔内色散控制。 在一台克尔透镜锁模运转的激光器中，激光增益介质
自身所产生的群延迟色散是制约脉冲宽度变窄的主要因素。为了有效地补偿腔内由于增益介质的材料
效应和自相位调制效应的影响，人们采取了许多方法。其中棱镜对技术的引入可以简单连续地调整色
散补偿的大小，同时可以通过适当选择棱镜对的材料来降低自身材料色散的影响，这是迄今为止最为
常用也是最为有效的一种色散补偿方法。单独利用棱镜对作为色散补偿元件可以得到8.5fs的超短激光
脉冲。 1984年，Fork等人分析了棱镜对的色散补偿作用，并且将棱镜对作为色散补偿元件插入激光腔
中进行了色散补偿实验。棱镜对结构简单，色散量可以通过调整棱镜的间距和插入量进行补偿。同时
调节方法非常简单，可以连续调整色散补偿量，而且理论上可以完全补偿二阶色散，这一切都使得棱
镜对能够在飞速发展的超短激光技术领域始终保持色散补偿元件的主导地位。 但是随着各种相关技术
的不断更新，激光脉冲的宽度在不断地被压缩。当激光脉冲宽度逐渐逼近亚100fs区域时，高阶色散的
补偿作用就变得非常的重要。利用传统的棱镜对补偿方式虽然可以对群延迟色散（二阶色散）进行良
好的补偿，在单纯由棱镜对进行色散补偿的宽带可调谐激光器中，群延迟色散量随波长的变化是制约
超短脉冲产生的主要原因，即无法在较宽的谱带范围上实现群延迟色散补偿，在亚10fs区域，由于棱
镜材料自身所引入的高阶色散是不可忽略的（尽管可以通过适当的材料选择来减少高阶色散的影响）
，同时由增益介质所带来的高阶色散的存在以及相应的材料色散严重地限制了激光脉冲宽度的进一步
压缩。 寻找一种新型的色散元件使之既能有效地补偿腔内的色散量，又能同时在较宽的谱带上保持稳
定的色散支持，这样就可以非常有效地对色散进行全面的补偿，从而突破现有脉冲压缩的极限。因而
相应的研究工作就成了飞秒激光技术领域中备受关注的研究课题。 1994年，匈牙利固体物理研究所
的R.Szipocs和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的F.Krausz等人首次提出了啁啾反射镜（Chirped Mirror）的概念。即把
更多不同中心波长的反射膜叠加在一起，形成“多膜系反射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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