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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转移函数方法分析了铒离子上转换发光与抽运功率的关系)对单掺铒离子的发光材料，对比分析了铒离子

为高浓度和低浓度掺杂时上转换发光强度与抽运功率的关系)对稀土离子共掺杂系统，分析了*+#,在铒镱共掺杂

的氟氧化物玻璃陶瓷中的上转换发光过程，认为*+#,绿色辐射的上转换发光强度与抽运激光功率的非平方关系是

由于*+#,和-.#,之间的强交叉弛豫过程引起的)讨论了在稀土离子共掺杂的氟氧化物玻璃陶瓷中提高*+#,的上

转换发光强度的几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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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一般认为，稀土离子通过双光子过程实现上转

换发光时，上转换发光强度与抽运光功率为平方关

系，三光子过程则对应立方关系)在*+#,/-.#,离子

共掺杂的氟氧化物玻璃陶瓷材料中，我们发现随抽

运功率的增加，*+#,离子的绿色辐射上转换荧光强

度与抽运功率之间不再是平方关系，并且随激发光

强度的增加上转换荧光强度趋于饱和的现象)这种

现象在*+#,离子掺杂的345"材料［!］和*+#,/67#,

离子共掺杂的89:;" 材料［"］中也观察到了，<+9=>?
等人认为这种非平方关系是由较强的激发态吸收引

起的，而@AB9CD和E94F则把这种非平方关系归因

于共掺体系的反向能量传递过程)本文利用转移函

数方法，对单掺*+#,离子（低浓度和高浓度）和*+#,

离子与其他稀土离子共掺体系，分析*+#,离子的绿

色辐射上转换发光通道，用稀土离子之间的交叉弛

豫过程解释*+#,离子的绿色辐射上转换荧光强度

与抽运功率之间的非平方关系)以1&$4G激光激发

为例，讨论在氟氧化物玻璃陶瓷中提高稀土离子的

上转换荧光效率的方法)

图! !（"）激发时二能级系统的能量传输过程

" 转移函数方法

荧光转移函数方法是用H9I;9JK变换分析荧光

动力学过程的一种数学方法，利用这种方法分析具

体问题时，H9I;9JK变换要求外激发是某些特殊的时

间函 数，这 样 可 以 突 出 体 系 内 部 的 能 量 传 递 过

程［#］)通常采用弱激发，即任一时刻体系中处于激

发态的激活中心数比掺杂的激活中心数少得多)以
二能级系统为例，设#$为激活中心总数，#为激发

态的粒子数，弱激发时#$"#，如图!所示$设!
是激发态自发辐射的速率，在外激发!（"）作用下（"
#$时，!（"）L$）的荧光动力学方程为

M#
M"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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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条件为

!（!）"!# （"）

用!#表 示! 的 $%&’%()变 换，对 方 程（*）进 行

$%&’%()变换，得到

$!#"%&（’）(!!#，

!#"%&
（’）

$)!#
（+）

设*#, *
$-!

，称之为转移函数，则

!#"%&*## （.）

（.）式将微分方程（*）变为代数方程，使运算过程简

化，它可以用图"的荧光响应方框图直观地表示出来#

图" &（’）激发时二能级系统的荧光响应框图

如果外激发为脉冲激发，即&（’）,+"（’），则

通过反$%&’%()变换可以得出激发态粒子数随时间

的指数衰减规律为

!"+&(,’， （/）

其时间常数为!,*／"0

+ 12+-离子的上转换荧光响应函数

!"# 单掺$%!&离子的上转换荧光响应函数

设12+-离子的掺杂浓度较低，12+-离子之间的

能量传递过程可以忽略0用34!56激光激发时上转

换发光过程如图+所示0
34!56激光将12+-离子的.7*/／"能级的基态电

子激发到.7**／"能级，对于氟氧化物玻璃陶瓷材料

（声子能量［.］为"+/(68*），.7**／"能级上的电子被进

一步激发到.9:／"能级0.9:／"能级与";**／"能级之间的

能量差为*+:4(68*，";**／"能级与.<+／"能级的能量

差值更小，在一般材料中.9:／"能级的电子都会通过

无辐射过程弛豫到.<+／"能级，.<+／"能级上的激发态

电子跃迁到基态产生绿色上转换发光，因为在该过

程中系统吸收两光子，称之为双光子过程0
设.7*/／"，.7**／"和.<+／"（#.9:／"）能级分别为!!〉，

!*〉和!"〉，将12+-离子的能级图简化为三能级系

统，则绿色上转换发光的荧光响应框图用图+（=）表

示0

（%）12+-离子的上转换发光通道

（=）荧光响应框图

图+ 34!56激光激发时低12+-掺杂浓度系统中的上转换荧光

过程

为简化计算过程，设外激发为单位阶跃脉冲激

发，则-"的荧光响应函数为

-#""
-#*-#*
$)!""

-#*-#!
$（$)!"）（$)!*）

"
-"#!#*

$（$)!*）（$)!"）# （>）

利用拉普拉斯变换的最后值定理，绿色辐射的上转

换荧光强度可以表示为

-""’?6
$"!
$-#""

-"#!#*
!*!"

# （:）

-是34!56 激 光 的 抽 运 功 率，#! 和#* 分 别 为

.7*/／"@.7**／"和.7**／"@.<+／"（#.9:／"）能级的吸收截面，

!*和!"分别对应.7**／"和.<+／"（#.9:／"）能级向低能

级的跃迁概率0
.<+／"@.7*/／"跃迁的荧光强度与抽运功率的平方

成正比，对应双光子过程，与文献［/，>］的实验结果

相一致0上述分析结果表明，利用转移函数分析上转

换发光过程是一种简单而有效的方法0以.<+／"@.7*/／"
跃迁的 上 转 换 发 光 为 例，上 转 换 荧 光 强 度-" 与

.7*/／"和.7**／"能级的吸收截面成正比，所以可以通过

测量吸收光谱来寻找荧光效率高的上转换发光材

料0
当12+-离子浓度较高时，相近的12+-离子之间

将发生能量传递，如图.（%）所示0";3／"@.93／"和.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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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级差与!"##／$%!"#&／$的能级差相近，容易发生

$’(／$%!)(／$!!"#&／$%!"##／$和!)*／$%!"##／$!!"#&／$%!"##／$
的共振能量传递过程，使!"##／$能级的激发态电子数

迅速增加，根据图!的模型图和能量传递过程框图，

（+）,-./离子的上转换发光通道

（0）荧光响应框图

图! (1234激光激发时高,-./掺杂浓度系统中的上转换荧光

过程

只考虑两步激发过程（双光子过程），可列如下方程：

!5#"
!!#／#$（"$#$%）!5$

#$"#
， （1）

!5$"
!!#!5#

#$"$$%
& （(）

解上述方程组可以得到!6.／$%!"#&／$跃迁的上转

换荧光响应函数为

!5$"
!$!2!#

#［#$$#（"$$%$"#）$（"$$%）"#’!!#（"$#$%）］&

（#2）

根据附录中的7+89+:;变换的最后值定理，得

到稳态时的上转换发光强度：

!$"9<4
#"2
#!5$（#）

"
!$!2!#

"#（"$$%）’!!#（"$#$%）&（##）

与光子雪崩过 程 相 似，当,-./离 子 浓 度 较 高 时，

!"##／$能级上的电子一部分是!"#&／$能级上的电子吸

收外界激发光子能量从!"#&／$能级跃迁到!"##／$能级，

另一部分是通过相近的处于激发态的,-./离子的

共振能量传递将!"#&／$能级上的电子激发到!"##／$能

级，使!"##／$能级上的激发态电子数迅速增加，可见

高,-./离子浓度掺杂时，!6.／$%!"#&／$跃迁的上转换

荧光强度不再与抽运激光功率的平方成正比=

!"# $%!&’()!&离子共掺杂体系的上转换荧光响应函数

对于稀土离子共掺的发光材料，如,-./%>0./共

掺体系，>0./离子的加入可以提高,-./离子的上转

换发光强度，>0./离子通常叫敏化中心=对于,-./和

>0./共掺的氟氧化物玻璃陶瓷材料，由于稀土离子

掺入氟化物微晶中，稀土离子之间的距离在纳米量级

之内，稀土离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增强，考虑氟化物微

晶的低声子能量，,-./和>0./离子之间的能量传递

过程可以用图&表示=设(2和(#表示>0./离子的

基态和激发态的电子数，#为$)*／$能级到$)&／$能级的

吸收截面，"表示>0./离子的激发态的跃迁概率；)#
（#?2，#，$）分别表示,-./离子的基态和激发态的电

子数，"#和"$分别表示,-./离子的!"##／$和!)*／$能级

的跃迁概率，!2和!#分别为,-./离子从!"#&／$能级到

!"##／$能级和!"##／$能级到!)*／$能级的吸收截面；%#和

%$表示从>0./离子到,-./离子的能量传递概率，

%*#和%*$表示从,-./离子到>0./离子的能量传递

概率=

!5$"
%$$!!#
#$"$$%*$

·
!#／#$%*#$%*$"$
#$"$%#$%$

&

（#$）

根据图&的荧光响应框图，!6.／$%!"#&／$跃迁的绿

色上转换荧光响应函数为

!$"9<4
#"2
#!5$"

!#（%$$!!#）

"$%#$%$
& （#.）

对于,-./和>0./离子掺杂的氟氧化物玻璃陶

瓷，由于!)*／$能级与!6.／$能级的能级差较小，!)*／$能

级的激发态电子很快无辐射弛豫到!6.／$能级，并引

起!6.／$%!"#&／$能级的辐射跃迁，所 以%*$#2&利 用

7+89+:;变换的最后值定理并考虑到%#?(#)2!2
和%$?(#)#!#，上式可以进一步表示为

!$"
!#!#（(#)#$!）

"$(#)2!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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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子的上转换发光通道

（&）荧光响应框图

图’ ()*+,激光激发时"#$%-.&$%共掺系统中"#$%离子的上

转换荧光过程

/ 讨 论

01要得到较高的上转换荧光强度，除了提高抽

运功率!，还要求稀土离子的吸收截面!和"0大；

21#越小越好，即.&$%离子的234／2能级的无辐

射弛豫概率应尽量小；

$1在"#$%和.&$%离子共掺杂的氟氧化物玻璃

陶瓷材料中，虽然()*+,激光激发时产生的绿色辐

射是双光子过程，但由于存在内部的能量交叉弛豫

过程，"#$%离子的上转换发光强度与抽运功率之间

不再是整指数关系；

/1为了得到较强的上转换荧光强度，可以将

!2表达式与实验曲线进行数值拟合，最后找出最佳

的实验参数，这部分工作正在进行中5

’ 结 论

总之，在分析单掺"#$%离子和"#$%-.&$%离子

共掺体系的荧光动力学过程时，用转移函数方法代

替常规的微分方程组方法，不仅使计算过程简化，而

且更突出了分析过程的物理思想和逻辑性5通过用

转移函 数 方 法 对 高"#$% 离 子 掺 杂 浓 度 和"#$%-
.&$%共 掺 体 系 中 的 能 量 传 递 过 程 的 分 析，认 为

"#$%离子绿色辐射的上转换荧光强度与抽运激光

功率的非平方关系是稀土离子之间的强交叉弛豫过

程引起的5理论分析结果进一步指出了提高"#$%离

子的上转换荧光强度的方法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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