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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激光晶体低增益谱线的运转机理出发!对57泵浦’KiE6/!5:1腔内倍频++OAJ激光器

所使用的光学薄膜进行了研制%在激光反射镜的设计上!为保证基频光!!!*AJ的 高 效 振 荡!并 获 得 高 的 倍

频++OAJ激光输出!对膜系要求进行了深入分析%采用离子束反应溅射和离子辅助沉积的方法!运用时间监

控膜厚法成功置备出++OAJ激光器所使用的特殊的全介质激光反射膜!在国内首次实现了!!!*AJ激 光 高

效振荡!通过5:1腔内倍频!在*2的57泵浦功率下获得!)*J2++OAJ激光输出%

!!关键词!!激光反射镜$!黄光激光器$!57泵浦$!5:1倍频

!!中图分类号!! 8’*,@&+!!!!文献标识码!!6

!!采用57泵浦!非线性晶体腔内倍频的全固态红&绿&蓝三色激光器!已成为近年来激光发展的研究热点%
对于’KiE6/晶体来说!人们研究最为广泛的是!)O,AJ这条谱线!其次是!?!PAJ和P,OAJ两条谱线!
通过对这三种基频光进行倍频!已获得绿光"+?*AJ#!红光"OO)AJ#和蓝光","?AJ#的三基色激光输出’!%?(%
而对于’KiE6/晶体的低增益谱线!!!*AJ研究相对较少!通过对!!!*AJ腔内倍频可以得到++OAJ波

长的黄色激光输出%对波长范围从++)AJ到O+)AJ的橙黄色激光辐射!在分子生 物 学&化 学 分 析&激 光 医

疗&激光彩色显示方面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特别是++OAJ黄光!由于该波长非常接近于人眼残膜等眼部疾

病!还非常适合于激光显示和照明%所以该类型激光器正显示出巨大的商用前景%由于该类型激光器使用的

泵浦波长与激光晶体的振荡波长以及倍频输出波长均不相同!泵浦方式和使用的激光材料种类繁多!因此所涉

及到的薄膜类型也是多种多样%对该类型激光器所使用的光学薄膜国内外已有文献进行了报 道’,%O(%但 在

++OAJ激光反射镜的设计上!为实现基频光!!!*AJ的有效振荡!不仅要保证!!!*AJ在谐振腔镜上的高

反射率要求!还要对其它的强发射谱线进行抑制!在一个镜面上涉及到多个谱线的同时透射和反射!并存在某

几个波长相邻较近而难以有效分离的问题!传统的#),反射膜系结构已不能满足要求!必须寻找新的膜系设计

方法和新的制备工艺%
!!本文从激光晶体低增益谱线的运转机理出发!对57泵浦’KiE6/!5:1腔内倍频++OAJ黄光激光器

所使用的光学薄膜进行了研制%尤其是在激光反射镜的设计上!为保证基频光!!!*AJ的高效振荡!并对其

它谱线!)O,!!?!P!P,OAJ进行有效抑制!还要获得高的倍频++OAJ黄光输出!对膜系要求进行了深入分

析%由于!!!*AJ与!)O,!P,OAJ很接近!难以有效分离!我们采用将光谱特性要求合理分配在谐振腔的两

个端镜上!从整体上考虑谐振腔对各谱线的透射)反射率要求!这样既降低了膜系设计难度!又获得了高效率的

黄光输出%在国内首次实现了!!!*AJ激光高效振荡!通过5:1腔内倍频!在*2 的57泵浦功率下获得

!)*J2++OAJ黄光输出!光光转换效率达+&!]%

$!膜系要求分析

!!在’KiE6/晶体的激光谱线中!一共存在?)多条谱线’"(!除了!)O,AJ谱线外!它还可以激发出许多

波长!如,D?)**,.!?)*能级的!?!PAJ!以及,D?)**,.P)*准三能级的P,OAJ谱线!!!!*AJ同!)O,AJ对 应

于,D?)**,.!!)*能级间的跃迁!只是上下能级对应于不同的(MG=Y分裂子能级!其中!)O,AJ对应的是4* 到E?
的跃迁!!!!*AJ对应的是4* 到EO 的跃迁%与常规的三条谱线相比!!!!*AJ谱线的受激发射截面积最

小!约为!)O,AJ的!)!?!是!?!PAJ的!)?!是P,OAJ的?)+%所以为了在激光二极管泵浦下实现增益较

小的!!!*AJ激光谱线的运转!不仅要保证谐振腔两反射面对!!!*AJ基频光有足够高的反射率!还要对

另三条谱线!)O,!!?!P!P,OAJ进行充分的抑制!来最大限度的降低它们与!!!*AJ的谱线竞争$同时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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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注入泵浦光以形成高的泵浦功率密度!还应在’K"E6/晶体入射端面尽可能提高对泵浦光@)@AJ的透

过率!为获得倍频黄光++OAJ的高效输出!在输出镜反射面还应对++OAJ实现高的透过率#通过以上分析!
可以看出在谐振腔的两个反射镜上!需要满足对!!!*AJ高反射!对@)@!!)O,!!?!P!P,O!++OAJ高透过的

要求!所以这种激光反射镜与传统的激光反射镜有很大区别!单纯采用#$,反射膜系结构已不能满足光谱特性

要求!必须寻找新的设计方法来实现#在实际设计中我们发现!由于!)O,AJ和!!!*AJ两条谱线仅相差,@
AJ!要将这两条谱线有效的分离已非常困难!这也是’K"E6/晶体中几条弱增益谱线难以实现激光运转的瓶

颈所在!再加上其它 几 点 的 透 射 要 求!无 疑 大 大 增 加 了 膜 系 设 计 的 难 度#为 此 我 们 将 所 提 的 光 谱 要 求 合 理

的 分配在两个谐振腔镜上!在每一个面上满足一部分光谱特性的要求!从整体上考虑谐振腔对各谱线的透射$

DHF&!!(LMI<$C57><IJ<LKUL%%$R%GBL=
图!!57泵浦的黄光激光器装置

反射率要求!这样既降低了膜系设计难度!又获得了高效率

的黄光输出#通过实验证明这种思路是可行的!并成功的

获得了++OAJ的激光输出#

%!膜系理论设计

!!图!给出了黄光激光器的腔型构造!表!列出激光器

各表面具体的膜系要求#
表$!激光器各表面具体的膜系要求

N7=I/$!W/QH59/./123-G24/0-725163G-9-:2507I/I/./123-G24/I73/9

BI=CGSL =LVIH=LJLAMB$CMTLS$GMHAFB
6 @)@AJ64%E$P+]&

: @)@AJ64%E$P+]&

9 @)@AJ64%E$P+]&!!!!*AJ-4%F$PP&P]&!!?!PAJ64%E$P)]&

7 !!!*AJ$++OAJ64%E$PP&@]&

3 !!!*AJ$++OAJ64%E$PP&+]&

D !!!*AJ$++OAJ64%E$PP&+]&

/ ++OAJ64%E$P@]&!!!!*AJ-4%F$PP&P]&!!)O,AJ64%E$P+]&!P,OAJ64%E$@)]&

- ++OAJ64%E$P@]&!!)O,AJ$P,OAJ64%E$P+]&

!!这里我们主要给出难度较大的谐振腔激光反射膜的设计过程"即9面和/面的膜系设计过程!高反射膜

是多层膜体系中的重要产品#高反射率的多层反射膜主要有两种"全介质多层反射膜和在基板表面上镀金属

膜的多层介质增强反射膜#对于激光谐振腔的反射镜!要求超高反射率和低的损耗!一般来说!要实现基频光

的有效振荡!腔镜反射率应高达PP&P]!

!!采用全介质高反膜系!从理论上讲!当层数足够多时!可望达到足够接近!))]的反射率#但实际上膜层

的层数不可能无限的增加!最高可达的反射率要受到膜层吸收和散射损耗的限制#根据薄膜光学理论可知!传
统的高反射膜可由高低折射率材料交替叠加而成#基本的膜系结构为(IN$%-5&(-$6H=%玻璃’熔石英基片&

或(IN$5%-5&(-$6H=%;$!(H基片&!常规使用的高低折射率材料一般为8H1*!g=1*!8G*1+!-C1* 等!由于我

们所使 用 设 备 的 限 制!高 折 射 率 材 料 为 8G*1+!设 其 折 射 率 为*&)@+!低 折 射 率 材 料 采 用(H1*!折 射 率 为

!m,+*!(H1* 膜层结构为无定型态!在工作波长上色散较小!消光系数低!吸收少!具有较高的激光损伤阈值!是
一种理想的低折射率材料#为了保证基频光!!!*AJ的运转!需要对!)O,!!?!P!P,OAJ进行抑制!由于!
!!*AJ与!)O,AJ两条谱线仅相差,@AJ!要将这两条谱线有效的分离非常困难#为了降低膜系设计难度!
我们将光谱特性要求合理的分配在两个谐振腔镜 上!反 射 镜9面"@)@AJ64%E$P+]&!!!!*AJ-4%F$
PP&P]&!!?!PAJ64%E$P)]&!不 考 虑!)O,AJ和P,OAJ(反 射 镜 /面"++OAJ64%E$P@]&!!!!*
AJ-4%F$PP&P]&!!)O,AJ64%E$P+]&!P,OAJ64%E$@)]&!不考虑!?!PAJ#在每一个面上满足一

部分光谱特性的要求!从整体上考虑谐振腔对各谱线的透射$反射率要求!这样既降低了膜系设计难度!又获得

了高效率的黄光输出#由于涉及到多点的透反射要求!波长覆盖从可见光到近红外的多个波长!从膜系类型上

讲!所设计的薄膜既不属于标准的反射膜!也不属于截止滤光片中的长短波通!只能称其为一种特殊的反射膜

系#由于我们所采用的离子束溅射系统具有长期稳定工作的优点!这使得通过沉积时间来控制膜厚成为可能!
在对沉积速率准确定标的条件下!可监控任意厚度的光学膜层!而且监控精度很高!这为我们的膜系设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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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很大的自由度!基于以上分析"我们采用传统的解析设计法与计算机膜系自动优化设计相结合的办法"首先

提出一个基本的截止滤光片膜系结构"利用薄膜自动设计软件"通过设计合理的光谱特性要求"采用全局搜索

和局部优化相结合的方法"对常规的基本膜堆"进行了优化设计!膜系对9面的初始结构为(IN#)&+5$-5%*)

-)&+5#6H="" !̂&@?$’K&E6/%"通过计算机优化"在此基础上得出总层数,?层的非##,膜系结构"中心波长

#) !̂!!*AJ"其在!!!*AJ处的反射率F P̂P&PP"]"!?!PAJ处的透射率E P̂"]"@)@AJ处的透过率E
P̂P&O]!

!!输出镜凹面/面的初始结构为(IN#)&+5$-5%*+-)&+5#6H="也是一个传统的短波通结构"中心波长选

取为!*))AJ"目的是防止反射带覆盖!)O,AJ"这样既能保证!!!*AJ的高反射率要求"又满足!)O,"P,O"

++OAJ的高透过率"在该结构的基础上采用计算机局部优化算法0$RL%%法和单纯形法对该结构进行了局部

优化"BIN为[P光学玻璃"" !̂&+*"通过优化计算"得到总层数为+?层的非规整反射膜系"!!!*AJ处的理

论反射率为F P̂P&P@?]"!)O,AJ处E P̂"&O]"P,OAJ处的透过率E P̂+&*]"倍频光++OAJ透过率为

PP&P,]!理论设计曲线如图*"图?所示!与传统的设计相比"在满足膜系光谱特性的条件下"新的膜系结构

大大降低了高折射率膜层的厚度"从而有效的降低了吸收和散射的损耗"提高了薄膜的抗激光损伤阈值"并降

低了膜系设计难度"减少了膜系镀制的生产成本!

DHF&*!8TL$=LMHSG%M=GABJHMMGASLSI=WLC$=

HASHKLAMCGSLM$A’K&E6/S=UBMG%
图*!’K&E6/晶体入射面理论透射率曲线

DHF&?!8TL$=LMHSG%M=GABJHMMGASLSI=WLC$=

%LCMCGSLM$A$IM<IMJH==$=
图?!输出镜凹面理论透射率曲线

&!实验装置及结果

DHF&,!7IG%>H$ANLGJB<IMML=HAFKL<$BHMH$AMTHACH%JBUBMLJ
图,!双离子束溅射沉积薄膜系统

!!实验使用射频离子束溅射与离子辅助沉积薄膜系统!
主’辅离子源采用美国.$A8LST.’9生产的!OSJ4D和

!*SJ4D射频离子源"离 子 源 的 射 频 频 率 为!?&+O;-Z"

!OSJ离子源为聚焦型"!*SJ离子源为发散型!图,是本

实验所使用的双离子束溅射镀膜系统结构示意图!如图所

示"主离子源使石英放电室中的6=气发生电离"电离产生

的6=X 由屏栅极 正 电 压 聚 焦 后 又 经 加 速 栅 极 的 负 电 场 加

速"经中和器电子中和后"以和靶表面的法线成,)j的溅射

角轰击直径为#?O&@?SJ的靶材"溅射出靶材料的分子或

原子"溅射出的粒子在沉 积 到 基 片 上 形 成 薄 膜!!*SJ辅

助离子源产生6=和1* 离子"主要作用是在成膜前对基片进行预清洗并使基片表面活化改善膜基过渡层的结

构和性质"同时在沉积过程中对溅射材料的分子或原子进行辅助轰击"增加膜层的附着力和堆积密度!实验所

用材料为高纯度的金属8G$纯度为PP&P]%和(H1*$纯度为PP&PP]%靶"溅射离子源’靶和基板互成直角"即靶

平面和基板平面成,+j角"并在溅射时靶材以l?&+j角扫描!夹具采用单轴高速旋转式金属夹具"通过加修正

挡板对半径O)JJ到!+)JJ范围内的膜厚分布进行了修正!

!!由于该离子束溅射系统具有长期稳定运行的优点"离子源工作时加速电流’加速电压的变化误差可控制在

!]内"薄膜的沉积速率相对稳定"这使得运用时间来监控膜厚成为可能!以各层膜的沉积时间作为膜厚控制

!O!增!刊 卜轶坤等&++OAJ黄光激光器激光反射镜的研制



参数!而且通过时间来控制膜厚的一个最突出的优点就是在对沉积速率进行准确定标后可以镀制任意厚度的

非规整膜系"尤其对于我们所设计的黄光反射镜"由于为了满足多个波段的高反射和高透射率要求"通过计算

机对各膜层厚度进行优化后所得的膜系结构为任意膜厚的非规整膜系"且层数较多"采用传统的光控法或晶振

控制技术难度较大"而采用时间来控制则很容易实现"且镀制的重复性#稳定性及成品率有了很大提高!通过

定标得到沉积速率为8G*1+$?&)+6%("(H1*$*&"!6%("以此计算出各膜层所需的时间"编入机器程序中进行

镀制!

!!采用日本岛津b#&?!))分光光度计对所镀制的激光反射镜进行了测试!由于实际所镀制的激光晶体

’K$E6/与平凹镜体积很小"难以准确测量"我们对其同时镀制的[P测试片进行了光谱透过率的测试!实际

测试结果$9面基频光!!!*AJ"F P̂P&P!]’!?!PAJ"E P̂*&+]’@)@AJ"E P̂,&O?]!输出镜凹面/面

!!!*AJ"F P̂P&P@]’!)O,AJ"E P̂"&*]’P,OAJ"E^P?&@O]!倍频光++OAJ输出达PP&+] 由于背反

射的影响实际透过率要低于理论透过率!我们通过计算机程序对背反射进行了修正"以上测试结果和分析表

明$以沉积时间作为膜厚控制手段的双离子束溅射沉积系统可以用于镀制具有特殊光谱要求的激光反射镜!

(!结!论

!!本文从激光晶体’K$E6/低增益谱线的运转机理出发"对57泵浦’K$E6/"5:1腔内倍频++OAJ黄

光激光器所使用的光学薄膜进行了研制!采用传统的光学薄膜解析设计法与计算机膜系自动优化设计相结合

的方法设计了++OAJ黄光激光器特殊的全介质激光高反射膜"采用离子束反应溅射和离子辅助沉积的方法"
运用时间监控膜厚法成功制备出++OAJ黄光激光器所使用的激光反射膜"在对其它谱线!)O,"!?!P"P,OAJ
进行了有效抑制后"在国内首次实现了!!!*AJ激光高效振荡"通过非线性晶体5:1腔内倍频"在*2 的

57泵浦功率下获得!)*J2++OAJ黄光输出"光>光转换效率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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