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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
,

而且光学击穿 闭值的大小与组成物质元素的离化能成正 比
,

即相同参数的激光与离化能

大的元素作用较难产生等离子体
,

而同样参数的激光更易使离化能低的物质产生等离子体
,

这

也 是 (3) 式的实验验证
。

根据 附表还可见
,

铝栅极膜比 51 0
:

膜层产生光学击穿的闭值要低

2
.

87 5 倍
,

但铝元素的离化能即使与离化能较大的 O 元素相比也只低 2
.

27 倍
。

由此亦可见
,

激

光致使物质产生光学击穿的闭值的大小是与组成物质元素的离化能之间是一种非线性的正比

关系
,

其规律尚待探讨
。

3
.

由附表可见
,

不同波长的作用激光使 C C D 器件产生破坏的几种闭值均不同
。

但一般规

律是波长为 5 3 2 n m 的激光使 C C D 器件的破坏的阂值均低于 IO6 4n m 激光
。

我们认为
,

这是因

波长为 5 3 2n m 的绿色激光属可见光
,

C C D 器件对该波长的反射率低于 lo 6 4n m 红外激光
,

所

以有这一实验结果
。

查阅 C C D 器件的光谱特性 曲线还可知
,

C C D 对波长在 so o n m 的近红外光

量子效率更高
,

因而使用此种激光更易使 C C D 产生破坏
。

4
.

比较附表给出的热熔融闭值
、

光学击穿闭值和直接破坏闭值可知
,

就作用激光能量密度

而言
,

热熔融闭值最低
,

而使用 自由振荡激光器更易使 C CD 器件产生热熔融现象
。

可以说
,

从

激光破坏的角度而言
,

使用 自由振荡激光器能以较小的能量密度取得最佳的破坏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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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片激光二极管可同时发射红光及红外光

X e r o x Pa lo A lt o 研究中心 (P a lo A lt o
,

C A )的科学家们在 G aA s
衬底 上生长出单管可见

(6 80n m )和红外 (8 30
n m )的激光二极管

。

这种紧密排列由芯片低压金属有机物气相外延方法

制成
。

采用 A lln P 作为腐蚀间隔层
,

在单管之间形成绝缘层
。

这种排列按照 D av id Bo 盯 标尺杆
,

对生产厂商来说是困难的
,

但是提供 了除红外激光之

外产生红色激光的可能性
。

Bou
r 不愿谈论应用细节

,

但他说他们的目标之一就是在激光打印

上
,

一次就能得到黑 色和一种彩色颜 色
。

对于可见的 (AI G aA sP )和红外 的 (AI G aA s )激光
,

大面积器件的脉冲闭值电流密度分别为

2 60 A /c m
,

和 24 oA /c m
, 。

这种器件可单独寻址
,

但是
,

适当偏置 电流下也可同步工作
,

连续运转

可在折射率导引的器件上实现
,

在宽条结构中还不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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