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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偏光纤和偏振器的参数以及它们之间的连接角度对传输光的光谱特性有重要的影响#利用琼斯

矩阵建立了光波的传输模型!首次讨论了光波偏振度"光纤长度"光纤之间以及光纤与器件之间的对轴角度

等对输出光谱的影响#研究表明!当光纤之间或光纤与器件之间的对轴角度不为零时!完全非偏振光的输出

光谱形状不会发生改变!而偏振或部分偏振光波的输出光谱中叠加了周期函数#对轴角度一定时!光纤越

长!周期函数的周期越小%光纤长度一定时!在一定的范围内!对轴角度越大!周期函数的幅值越大#通过

实验对结论进行了验证#结论对采用保偏光纤和偏振器的系统具有理论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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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

'能保持输

入光波的偏振态%偏振器&

)

%&529F/2

'能使沿透光轴方向的偏

振分量无损通过!从而在其出射端获得单偏振光)

*

*

!由于这

些特点!它们多被用于光纤传感)

!

*

"光谱测试等许多领域#

近年来!人们对它们在系统中的作用及影响开展了各种研

究#

*>"!

年!

T5̂&51G

等研究了光纤陀螺中的双折射和偏振

效应)

<

*

#

V;263

等对采用保偏光纤"偏振器和宽谱光源的光

纤陀螺的输出"非互易相位误差以及非互易相位误差的范围

进行了研究)

+,=

*

#米剑等研究了由于光纤陀螺中保偏光纤熔

接误差及光学器件的不完善引起的偏光干涉效应)

#

*

%他们还

用宽谱光和偏光干涉效应对保偏光纤的拍长进行了测量)

"

*

#

对于光波在保偏光纤和偏振器中传播时!它们的参数以及它

们之间的对轴角度对输出光谱特性影响的研究至今尚无报

道#

本文以保偏光纤和偏振器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它们对传

输光光谱特性的影响!利用琼斯矩阵建立了光波在保偏光纤

和偏振器中的传输模型!讨论了光纤长度"光纤之间以及光

纤与器件之间的对轴角度等因素对输出光谱特性的影响!最

后通过实验对结论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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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

论

!!

一束光入射进保偏光纤时!如果其振动方向跟保偏光纤

的主轴呈一定角度!则可将其分解为沿慢轴和快轴的偏振分

量#由于偏振模色散)

>

*

!不同的偏振分量通过一定长度的保

偏光纤后具有不同的光程#当把两根保偏光纤的主轴按一定

角度对接时!从第一根光纤输出的光波的
!

个偏振分量在进

入第二根光纤时将发生偏振模式的交叉耦合%当保偏光纤的

主轴与偏振器的透光轴成一定角度对接时!从偏振器输出的

光波将是沿透光轴方向传输的主波与耦合波的干涉输出#由

于保偏光纤和偏振器的上述特性!光波经保偏光纤和偏振器

传输后!输出光谱的形状将发生变化#

为了分析保偏光纤和偏振器对传输光光谱特性的影响!

下面建立光波在
!

根保偏光纤和偏振器中的光路传输模型#

光路结构如图
*

所示!光波经保偏光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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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振器的透光轴!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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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模型建立之前!做出如下假设(光纤和偏振器的传输

损耗为零%光纤与光纤之间以及光纤与偏振器之间的连接损

耗为零%保偏光纤没有扭曲!忽略其内部的偏振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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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89表示时间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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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偏振度#为了在旋转坐标系中描

述光波!引入旋转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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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量跟保偏光纤

的慢轴之间"两根保偏光纤的慢轴之间以及保偏光纤慢轴与

偏振器透光轴之间的夹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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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表示了理想单色光波的输

出光强%对于准单色光波的输出光谱!需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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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求出所

有频率对应的输出光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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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可以得到!完全非偏振光

波的输出光强只与输入光的光强和偏振器的振幅消光系数有

关!而与保偏光纤的参数"光纤之间以及光纤与偏振器之间

的对轴角度无关%对于偏振或部分偏振光!输出光波的光强

与所有的参数都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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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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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完全非偏振光的输出光强只与输入光的光强和偏振

器的振幅消光系数有关!其它的光路参数对它没有影响!因

此下面只对偏振或部分偏振光波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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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重合时!输出光强只跟输入光波的光强"偏振度和偏振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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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 /

>-t

1

C96

-

8

&

7*17<

'!

7*17<

!

8

&

7<87*

'!

7<87*

.!

则在
H

*

4

7!

4

G

*

区间内!随
7!

的增大!

D

S

D

的值增大!即

输出光谱中叠加的周期函数的幅值增大#

同理!当
!

*

M-

时!&

*!

'式可简化为

A

%;1/

*

!

&

*

11

!

'

A

31

E

"

&

*

81

!

'

A

3

)&

B

1

S

'

1

&

P

1

S

'

0%3

&

!

$

@

&!

'* &

*>

'

准单色光波的输出光谱中叠加了周期函数 E

"

&

*

81

!

'

A

3

&

P

1

S

'

0%3

&

!

$

@

&!

'!其周期为
M

! /

'

+&

!

!&

*

!

'"幅值为E

"

&

*

8

1

!

'

A

3

&

P

1

S

'"自变量为光波频率
@

#函数的周期跟光纤长度

!

!

呈反比!即光纤越长!周期越小#由于

P

1

S

/

!

)

0%3!

&

7*17!17<

'

8

0%3!

&

7!87<87*

'*

&

!-

'

令
H

! /7*17<

!

G

!/

>-t

8

&

7*17<

'!则在
H

!

4

7!

4

G

!

区

间内!随
7!

的增大!

D

P

1

S

D

的值增大!即输出光谱中叠加

的周期函数的幅值增大#

当
!

*>

-

且
!

!>

-

时!从&

*!

'式可知!在准单色光波的

输出光谱中叠加的周期函数与对轴角度
7*

!

7!

和
7<

以及光

纤长度
!

*

和
!

!

均有关!此时周期函数的周期与幅值比较复

杂#当对轴角度是常数时!周期函数的周期随光纤加长而减

小%在光纤长度一定时!在一定的范围内对轴角度越大!周

期函数的幅值越大#这种情况将在下面的实验与仿真中得到

验证#

综上所述!当光纤与光纤之间或光纤与器件之间的对轴

角度不为零时!输入光波经保偏光纤和偏振器传输后输出光

谱中会叠加周期函数!周期函数的周期和幅值与对轴角度和

光纤长度有关#

<

!

仿真与实验

!!

为了对上述结果进行验证!我们进行了如下的实验#实

验器材包括带有保偏尾纤的偏振度为
-'+

的准单色光源超辐

射发光二极管&

.?A

'和
Q

波导集成光学偏振器&

1/

-'--*

'"

保偏光纤"

@29033%6

的保偏光纤熔接机和
8

H

9&/61"=*+!V

光

谱仪&

O.8

'#搭建如图
<

所示的光路结构#图
<

中!保偏光

纤
8V

和
VL

分别是
.?A

和集成光学偏振器的尾纤#

.?A

发

出的光经保偏光纤
8V

和
LA

后传输到集成光学偏振器!从

偏振器输出的光波由
O.8

测试#

C(

)

89

!

:M

0

%1(6%,+"$23,4(

)

51"+(3,

!!

.?A

和偏振器的尾纤跟芯片的对轴角度分别约为
!t

和

*t

!并且芯片和尾纤的耦合点即图
<

中的
8

和
L

点是固定

的!偏振器的尾纤
VL

长度
!

!

为
*'BC

#给
.?A

施加
>-C8

的驱动电流!用
O.8

测试的
.?A

尾纤输出的光谱如图
+

所

示#

C(

)

8H

!

Y5+

0

5+-

0

%2+15634>']

*>=*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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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以保偏光纤
8V

与
VL

之间的对轴角度
7!

和保偏光

纤
8V

的长度
!

*

为变量!分别对各种情况下的输出光谱进

行测试#

&

*

'保偏光纤
8V

的长度
!

*

为
*'=BC

!连接角度
7!

分

别取
*Bt

和
+Bt

!输出光谱如图
B

所示#

C(

)

8J

!

Y5+

0

5+-

0

%2+1"34%M

0

%1(6%,+-

&

J

&

V&8KJ6

!

J

7

V&8J6

'

&

5

'(

*Bt

%&

c

'(

+Bt

!!

&

!

'用保偏光纤熔接机把
.?A

的尾纤跟一段长
+'*BC

的同种类型保偏光纤对轴熔接!则保偏光纤
8V

的长度
!

*

为
B'"C

!连接角度
7!

分别取
*Bt

和
+Bt

!输出光谱如图
=

所

示#

!!

与图
+

相比!图
B

和图
=

的光谱中叠加了周期函数%另

外!虽然光路中具有器件的传输损耗"光纤之间的熔接损耗

以及
Q

波导的
<7V

分光损耗!但仍可看到图
B

和图
=

中各

光波的总功率比
.?A

输出的总功率小#两种情况下的仿真

光谱如图
#

所示#

C(

)

8K

!

Y5+

0

5+-

0

%2+1"34%M

0

%1(6%,+-

&

J

&

VJ8̂ 6

!

J

7

V&8J6

'

&

5

'(

*Bt

%&

c

'(

+Bt

C(

)

8U

!

Y5+

0

5+-

0

%2+1"34-(65$"+(3,

&

5

'(

!

*

M*'=BC

!

!

!

M*'BC

%&

c

'(

!

*

MB'"C

!

!

!

M*'B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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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两种情况下!输出光谱的平均波长8

(

"总功率
,

1%15&

"

半最大值全宽&

aWK\

'"光谱中叠加周期函数的周期
&(

以

及周期函数的幅值所占光谱中最大功率谱密度的百分比

&

,

+

,

C5X

的计算值和测试值分别如表
*

和表
!

所示#

!"#$%&

!

>(65$"+%/

0

"1"6%+%1-3435+

0

5+-

0

%2+1"

!

*

+

C !

!

+

C

7

!

+&

t

'

8

(

+

6C ,

1%15&

+

!

W aWK\

+

6C

&(

+

6C

&

,

+

,

C5X

+

J

*'=B *'B

*B

+B

*!>B'-=-

*!>B'-=!

!'"-

!'-"

++'B"!

++'B"B

*'#

*'#

!'#

B'B

B'" *'B

*B

+B

*!>B'-B>

*!>B'-=-

!'"-

!'-"

++'B"*

++'B"<

-'B

-'B

<'<

='B

!"#$%7

!

!%-+%/

0

"1"6%+%1-3435+

0

5+-

0

%2+1"

!

*

+

C !

!

+

C

7

!

+&

t

'

8

(

+

6C ,

1%15&

+

!

W aWK\

+

6C

&(

+

6C

&

,

+

,

C5X

+

J

*'=B *'B

*B

+B

*!>B'+

*!>B'>

!'*><

*'#>-

+<'#

++'+

!

!

!

B

B'" *'B

*B

+B

*!>B'B

*!>B'>

!'!>+

!'!==

+<'#

++'+

-'++

-'+<

<

=

!!

从表
*

和表
!

可得!当
!

*

的长度一定"保偏光纤的对轴

角度
7!

取不同数值时!输出光谱的形状不同(&

*

'当光纤长

度一定时!在一定的角度范围内随
7!

的增大!光谱中周期函

数的幅值增大"周期保持不变!光波的总功率减小!平均波

长和
aWK\

增大%&

!

'当保偏光纤的对轴角度
7!

一定时!

随
!

*

的加长周期函数的周期变小#把表
!

和表
*

比较可得!

在考虑熔接损耗和计算误差的情况下!实验结果与仿真的结

果相符#

+

!

结
!

论

!!

从保偏光纤和偏振器出发!分析了它们对传输光光谱特

性的影响#研究表明!当光纤之间以及光纤与器件之间的对

轴角度不为零时!完全非偏振光经保偏光纤和偏振器传输

后!输出光谱的形状不会改变!但功率值下降%偏振或部分

偏振光经保偏光纤和偏振器传输后!输出光谱中将会叠加周

期函数#周期函数的周期跟光纤长度有关!幅值大小跟光纤

之间以及光纤与器件之间的对轴角度有关!即周期随光纤长

度的增加而减小!幅值随光纤之间或光纤与器件之间对轴角

度的增大而增大#该结论得到了实验验证#此外!实验中还

发现!光纤长度和对轴角度改变时!输出光谱的平均波长"

总功率和
aWK\

也会发生改变!从而影响光谱的稳定性#

因此!实际应用中!当光纤长度一定时!为了控制光谱形状

的变化程度!应调整光纤之间以及光纤与器件之间的对轴角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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