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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倍频器件定向方法

黄祥金 黄亦好 熊克明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 构研 究所 )

摘要
: 用偏 尤显微镜解决 了X 好线技术确定倍须 器件取 向的困难

。

把 这二种方

法结合起来可 以回满地解决 定向问题
。

0 r ie n t a t io n d e t e r m in a t io n m e t h o d s fo r fre q u e n e y d o u b le d d e vie e s

H “a n g X ia n g jin
,

H u a n g Y ih a o ,

(F u jia n In s t it。 te o f M a te r ia l S tr u e t 。 r e ,

X io n g K e m in g

A e a d e m ia S in ie a )

A bst ra e t : T h e d iffie u lt y in the d e te r m in a t io n o f th e o r ie n t a tio n in

fr e q u en e y d o u b le d d e v ie e s by X
一 r a y t e e h n iq u e h a s be e n s o lv e d by u s in g

th e P o la r iz a t io n m ie r o s e o Pe .

T h u s , t li e d e te r m in a t io n o f t h e o r ie n t a tio n

o f s li e e t e r y s ta ls e a n be s a t is fa e to r ily se t tle d b了 t h e e o m b in a tio n o f

th es e tw o m e th o d s 。

一
、

前 宫

单轴晶体作 I 类或 1 类激光倍频器件
,

与中有关的有
: 四方晶系有中

二 。
。

和 , =
45

.

两种 ,

三方晶系或六方晶系有卯 = o
。

和中二 30
。

两种〔
’J

。

从 X 射线定向技术出发
,

就是确定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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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红五。〕晶简
。

对午多数晶体
,

这二类晶面对X射线都有很强的衍射作用
,

因此解决了通

光方向与光轴组成的平面的定向问题
。

但是
,

用X射线技术直接确定倍频器件的通光面往往遇到困难
。

这是因为对X射线有较

强的衍射作用的 〔h 0 1 〕或〔hh均晶面为数不多
,

远远满足不了倍频器件通光面定向的需要 ,

有时即使找到了这样的晶面作为定向用的基准晶面
,

但由于加工面与基准晶面往往存在一定

的角度差
,

当加工面未达到要求时
,

对于一个经验不足的操作人员
,

则可能把该修磨的部位

判断错
,

致使越修磨偏离要求越大
,

有时甚至在定向仪上找不到衍射信号
。

二
、

偏振光定同原理和方法

在倍频器件的通光方向上
, 。光和 e光是以一定的夹角分开通过倍频器件

, e
光 的 电矢最

是在这两束光所组成的平面内振动
。

但是
,

对于正单轴晶体(n
。

<
n .

)和负单轴晶体(n 。

>
n 。

)
,

e光的偏折方向与光轴的倾斜方向的关系是不同的〔
2〕,

如图 1 所示
。

由于事先已经知道制作

倍频器件的晶体是正晶体还是负晶体
,

并用已标明透射轴向的偏振片辨明哪束光是
e
光

,

因此

就很容易判断器件中光轴的大致倾斜方向
。

p 吸或 ^ )
P(或^ )

多多砂砂
⋯⋯⋯

夕夕犷犷

丫丫{{{)

P (或A 乏
P (或A )

图 1 单轴晶体
e 光偏 折方 向与光

轴倾针方向的关系

(A ) 负单抽晶体 ( n 。

) , ,

)

(B ) 正 单物晶体 (n .

> n 。

)

图 2 载物台上的器件和长方体

(A ) 0 广 = 8
。 + 0 (B ) 口产 , = 0 。 + (9 0

.

e尸 二

( C )6 丫 = 0
。 一 (9 0

。 一 口) (D )

口。 一 0

图 2 中偏振器的方向为水平和垂直方向
。

如果参考边平行偏振器时载物台的角度示值为

口. ,

加工面的法线与光轴的夹角为口
,

那 么同一个加工面紧贴参考边在消光时的四个角度示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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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刀
、

山
、

山’和决户,

箭头方向表示相对千。
。

作小子90 ‘旋转载物台到消光 的方向
,

撇

号表示平行于光轴表面 已换面
。

如果逆时针旋转载物台时
,

角度示值增加
,

则

口尸 + 夕/ 夕 十 乡了

2 2

0 = 0尸 一 0
、 ,

2

= 9 0
。 一

0
尸 尹 一 0 /

2

( 1 )

(2 )

这两个式子表明
,

从平行于光轴的一个表面不同朝向
,

载物台作相反方向旋转到消光时的两

个角度示值可以求得 0
。

和。
。

当加工面未达到要求时
,

可以把载物台调到符合要求的角度示值并锁定载物台
,

弄器件到消光为止
,

观察这时加工面与参考边的间隙情况就很容易判断该修磨的部位

然后摆

三
、

结 果

用国产偏光显微镜试验表明
,

判断消光位置的精度为 土0
.

5
。 。

X射线定向仪复测证明了

这点
。

我们用X 射线定向仪确定中
,

用偏光法确定 0
,

制作了K D P
、

A D P
、

L II O
:

等各 种倍

频器件
,

获得了满意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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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技术》入选为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用期刊

最近
,

本刊收到中国科技情报所包锦章副所长署名信件称
,

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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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客观地统计与分析

我国科技论文在国内外重要期刊发表的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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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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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技情报所受国家科委综合计划司委托
,

将对我国1 9 8 8年中文期刊上发表的科

技论文进行统计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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