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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导出飞秒激光啁啾脉冲放大系统中使用的折叠反射式望远镜对脉冲波前的影响 0 分析和计算了波前倾斜

与反射式望远镜参数之间的关系 0结果发现：当脉冲宽度小于 !%% 12 时，波前倾斜对光束质量的影响不可忽略，并提

出了抑制这种脉冲波前倾斜的有效方法 0

关键词：飞秒激光啁啾脉冲放大，波前倾斜，反射式望远镜

!"##：)"*%3，)".%

!激光聚变实验室基金（批准号：4!)*%%)%!%$5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批准号：.%!&*%%&，.%"&*%%$）、国家重点基础研究专项基金（批准

号：6!///%&4"%!7"）和教育部高等学校优秀青年教师教学和科研奖励基金资助的课题 0
# 通讯联系人 0 879:;<：=<<> ?@=0 AB=0 CD

! E 引 言

自 "% 世纪 *% 年代中期开始，啁啾脉冲放大

（FG-）技术已经成为超短超强激光脉冲产生的重要

手段［!，"］0 超短超强激光在许多领域，如 H 射线激

光、强场物理、惯性约束核聚变快点火、精细加工等

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0 采用 FG- 技术，目前已经能

够产生峰值功率大于拍瓦（!%!4 3）的超强激光脉

冲［$］0 飞秒激光 FG- 系统是由振荡级、展宽器、放大

级和压缩器构成的复杂光学系统 0首先将振荡级输

出的飞秒种子脉冲注入展宽器展宽（啁啾），然后送

入放大级中进行功率放大，放大后的高能啁啾脉冲

再输入到压缩器中压缩回飞秒量级，从而获得高峰

值功率的飞秒激光脉冲 0 对于超短超强激光脉冲的

应用，脉冲在时域、频谱和空间上的质量是非常重要

的因素 0因此对于 FG- 系统中各单元对脉冲特性的

影响，以及相应控制技术的研究仍然是具有挑战性

的课题，比如光谱窄化问题［)，4］、展宽器与压缩器的

匹配和材料色散的关系问题［.，&］、光谱整形问题［*，/］、

空间啁啾与波前倾斜问题［!%，!!］等等 0
目前对于飞秒 FG- 系统中的波前倾斜问题，仅

限于对色散元件（光栅和棱镜）构成的展宽器和压缩

器中的角色散导致的波前倾斜进行讨论［!%，!!］0 然

而，对于 FG- 系统中所用望远镜装置（扩束器）引入

的波前倾斜问题尚未见详细的研究报道 0 用于 FG-
系统中的望远镜（扩束器）有透射式和反射式两种形

式 0 由于透射式望远镜采用透镜组合，透镜的球差

和色差对脉冲引入波前畸变［!"］，更重要的是透镜的

材料色散对飞秒脉冲的压缩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

因此现在 FG- 系统中通常使用反射式望远镜扩束

器［!$，!)］0 本文重点研究了 FG- 系统中折叠反射式望

远镜扩束装置对脉冲波前的影响，并基于光线追迹

法，对这种脉冲波前倾斜与折叠反射式望远镜扩束

器参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讨论，提出了减小这种影

响的新方法 0

" E 理论推导

飞秒脉冲放大系统中对光束进行扩束时，通常

采用折叠反射式望远镜系统（如图 !）0 这种离轴放

置的反射式望远镜，不仅引入了一定的像散，还导致

了脉冲的波前倾斜 0 设凹面镜的曲率半径为 !，凸

面镜的曲率半径为 "，凹面镜和凸面镜的球心连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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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 即光轴，光线 "# 平行于光轴入射，凹面镜和

凸面镜相距
$ " %
# $

图 % 反射式望远镜扩束系统结构示意图

物空间一点光源发出的单心光束经过球面镜反

射后，除个别特例外均变成非单心光束，使得由球面

反射镜组成的望远镜系统不能将平行光束完全扩束

或缩束为平行光束，并且光束通过望远镜后各个部

分所经历的光程也不同 $ 对通过望远镜系统的光束

各个部分进行光线追迹可以确定光束的波前形状，

从而确定望远镜给光束带来波前畸变的大小 $ 假设

平行平面波从左侧入射，以凹面镜延长线与光轴的

交点所在的垂直于光轴的平面 &&! 为光线追迹的

起始面，凹面镜圆心垂直于光束方向的平面 ’’! 为

中止平面，由于光线在凹面镜和凸面镜上的反射点

所对应的圆心角不同，所以光线经凹面镜反射后不

再平行于光轴，而且不同位置的光线与光轴的夹角

也不同 $这就导致了出射光束不是严格的平行平面

光，由于不同位置的光线通过扩束器时的光程也不

同，从而引入了波前畸变，计算不同位置的光线通过

望远镜系统后的光程可以得到光束通过扩束器后的

波前 $ 任意位置的光线通过扩束器后的光程可以表

示为

( & "# ’ #) ’ )*， （%）

式中 "，#，)，* 分别为光线与起始平面、凸面镜、

凹面镜和中止平面的交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式中，!为凸面镜上弧 ##! 所对的圆心角，!! 为凹面

镜上弧 ))! 的圆心角 $!. 为 )*. 所对应的光线与

)*!的夹角 $ 空间位置不同的光线!不同，所对应

的 )+ 与!! 的值可以通过求解下列方程组来获得：

$*+,!!
*+,#! & )+，

（0）

$()*!! " )+()*#! &（$ " %）
# ’ %()*!

" %*+,!. 12,#!$
光线经过反射式望远镜系统后并不平行于光轴，而

且出射光束存在一定的发散角，所以缩束时和扩束

时所经历的光程并不相同 $ 对不同位置的光线进行

追迹可以得到光束通过缩束系统后的波前，图 # 是

光线通过反射式望远镜系统进行缩束时的光路示

意图 $

图 # 反射式望远镜缩束系统光路示意图

以凹面镜圆心所在的垂直于光轴的平面 &&!
为光线追迹的起始面，凹面镜与光轴的交点 , 所在

的垂直于光束方向的平面 ’’! 为中止平面，光线通

过望远镜系统后各部分的光程为

"# & $()*!， （3）

#) & $*+,!
*+,#! " )+， （4）

)* &

$ ’ %
# " %()*!! ’ %*+,!! 12,!( ). ()*!.

()*（#（!! "!）"!.）
，（5）

式中!. 为 )*. 所对应的光线与 )*! 的夹角 $ 空间

位置不同的光线!不同，所对应的 )+ 与!! 的值可

以通过求解下列方程组来获得：

%*+,!!
*+,#! & )+，

（6）

%()*!! " )+()*#! & $()*! "（$ " %）
#

" $*+,!. 12,#!$
光束的波前可以通过计算光束中不同位置的光

程差来确定，定义

"（-）& 7!(（-）7 8 . & 7 (（-）" (9+, 7 : .
描述光束的波前，- 为出射光线的径向位置，以光束

离光轴最近点为零点，(（-）为该位置光线的光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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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分析

光束通过如图 # 所示的望远镜后不再是严格的

平行平面光，但是光束的发散角小于 #$% !&’()，故由

此望远镜系统出射的光束仍可认为是平行光束 * 由

于望远镜离轴放置，由此产生的光束波前倾斜不再

关于光束中心对称（如图 ! 所示）* 改变望远镜参数

对于扩束或者缩束后光束波前倾斜有不同的影响 *

图 ! 光束通过 #+, 扩束器后的波前 凹面镜曲率半径为

! - #$$$ &&

!"# $曲率半径对于波前畸变的影响

图 . 是选择不同曲率半径的望远镜系统进行

# +,扩束时的波前比较，望远镜凸面镜的曲率半径分

别为 ,/$，/$$ 和 #$$$ &&*

图 . 光束通过 # +, 扩束器后的波前畸变 凸面镜曲率

半径分别为 ,/$，/$$ 和 #$$$ &&

图 . 显示在扩束比例一定的情况下，选用的凸

面镜的曲率半径越大，引入的波前畸变越小，但此时

望远镜系统所占用的空间也越大 * 选用 #$$$ && 的

凸面镜的 # +, 扩束系统仅仅引入了十几个飞秒的波

前倾斜 *

图 / 光束通过 ,+# 缩束器后的波前畸变 凸面镜曲率

半径分别为 ,/$，/$$ 和 #$$$ &&

图 / 给出了不同曲率半径的望远镜系统进行

, +#缩束时的波前比较，相对于扩束的情况而言，经

过同样的望远镜系统缩束时引入的波前畸变更大，

变化趋势和扩束时正好相反 * 通过反复计算比较发

现，当缩束器的凸面镜的曲率半径与扩束器凹面镜

的曲率半径相同时缩束器引入的波前畸变和扩束器

引入的波前畸变大小大致相同，变化趋势相反 * 图 0
是光束通过凹面镜曲率半径为 #$$$ && 的 # +, 扩束

器和凸面镜曲率半径为 #$$$ && 的 , +# 缩束器后光

束的波前，计算时忽略了光束经过扩束器后进入缩

束器前的发散角，认为入射到缩束器的光束仍然是

平行光束 * 从图 0 可以看出，最终的波前畸变非常

小，仅有不到 $"$$. 12 *因此，为了消除由于扩束带来

的波前畸变的影响，最后的放大脉冲要用凸面镜曲

率半径与扩束器凹面镜曲率半径相同的缩束器对光

束进行缩束 *

图 0 光束先后通过 # + , 扩束器和 , + # 缩束器后的波前 扩束

器凹面镜曲率半径和缩束器凸面镜的曲率半径均为 #$$$ &&

/#0#. 期 韩英魁等：飞秒啁啾脉冲放大系统中折叠反射式望远镜对脉冲波前的影响



!"# $扩（缩）束比对波前畸变的影响

保持望远镜的一个曲面镜的曲率半径不变，不

同的扩（缩）束比对光束波前的影响也不同 !
图 " 是凹面镜曲率半径为 #$$$ %% 和凸面镜曲

率半径为 &’$ %% 时，不同扩束比的扩束器引入的波

前畸变的比较 ! 从图 "（(）可以发现，保持凸面镜的

曲率半径不变时，不同的扩束比的扩束器引入的波

前畸变会有很大不同，扩束比越大引入的波前畸变

越小 !从图 "（)）还可以看出，保持凹面镜的曲率半

径不变时，不同扩束比的扩束器引入的波前变化却

不是很大 !

图 " 不同望远镜参数情况下扩束后光束波前畸变的比较

（)）! * #$$$ %%，（(）" * &’$ %%!

与扩束器不同，缩束时保持凹面镜曲率半径不

变的情况下，不同缩束比例的缩束器引入的波前畸

变变化很大，缩束比例越大引入的波前畸变越大（如

图 +（)）所示）! 而保持凸面镜曲率半径不变的情况

下，缩束比例对于波前畸变的影响却不是很大（如图

+（(）所示）!
通过扩束比和缩束比对波前畸变影响的比较可

以看出，凸面反射镜的曲率半径对于波前畸变的影

响较大 ! 这主要是由于光束经过望远镜系统后不再

图 + 不同望远镜参数情况下缩束后光束波前畸变的比较

（)）! * #$$$ %%，（(）" * &’$ %%

是严格的平行光束，导致光束各个部分的光程不同 !

, !结 论

由于球面镜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焦点，所以平行

平面光通过反射式望远系统后光束不再是严格的平

行光束 !通过对图 # 和图 & 所示的扩束器和缩束器

进行光线追迹，发现平行光束经过反射式望远系统

后光束发散角变为约 #$- .%/)0，并且光束各个部分

所经历的光程也不同，产生了波前畸变 !这种畸变对

于一般光束是可以忽略，但对于脉冲宽度小于几十

飞秒的锁模激光束这一畸变将降低光脉冲质量，对

后面的测量及应用将造成很大的误差 !特别是在展

宽器和压缩器尽可能优化的条件下，折叠反射式望

远镜引入的脉冲波前倾斜的影响会更加突出 !
本文对经过反射式望远镜扩束和缩束后的光束

进行了光线追迹，通过计算空间各个部分光线的光

程差得到了光束的波前畸变，分析比较反射式望远

镜扩束器和缩束器的参数对波前畸变的影响 !得出

如下结论：具有相同的扩（缩）束比的望远系统球面

镜的曲率半径越大引入的波前畸变越小 !当扩束器

1#1# 物 理 学 报 ’, 卷



凹面镜的曲率半径与缩束器凸面镜的曲率半径大小

相同时，扩束器引入的波前畸变与缩束器引入的波

前畸变大小大致相同，变化趋势相反 !望远镜系统的

凸面反射镜对于光束波前畸变的影响比凹面反射镜

大，保持凹面镜的曲率半径不变，凸面反射镜的曲率

半径越大则引入的波前畸变越小 ! 根据以上结论，

在材料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在 "#$ 系统的适当位置

可以用增大球面镜曲率半径，采用凸面镜曲率半径

与扩束器凹面镜曲率半径相同的、同比例的缩束器

将光束缩束等方法来减小甚至抵消由扩束器引入的

波前畸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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