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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对色散补偿光纤中不同拉曼抽运功率下的布里渊)瑞利散射现象进行实验研究，详细分析和说明了输出

光谱特性以及输出光谱随抽运功率的演化特性 * 然后在已有的一级布里渊散射的理论模型基础上，进一步推导出

拉曼抽运下多级布里渊)瑞利散射的理论模型 * 利用该模型进行了数值模拟，结果表明：在抽运功率较低的情况下，

理论和实验相符；但在抽运功率较高的情况下，理论和实验存在较大差异 * 对于差异的形成，也进行了深入的分

析 * 最后，从理论计算和实验结果两方面，得到较高抽运功率下的多级布里渊)瑞利散射的饱和特性，进而说明了特

定抽运功率下多级平坦输出光谱的成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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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引 言

受激布里渊散射是光纤中一种常见的非线性现

象，它类似于受激拉曼散射，但是这两种非线性效应

的物理机制不同，受激布里渊散射中参与的是声频

声子，而受激拉曼散射中参与的是光频声子 * 在单

模光纤中，受激拉曼散射产生的斯托克斯波有前后

两个传输方向，而受激布里渊散射仅沿后向传播 *
受激布里渊散射具有较小的频移、较窄的增益带宽

和较大的增益系数 *
在低功率拉曼抽运的情况下，受激布里渊散射

存在阈值，并且阈值随抽运功率的增大而降低［%］*
随着抽运功率的增大，更多级次的布里渊散射随之

出现，各级布里渊散射的瑞利散射也随之出现，从而

形成多级布里渊)瑞利散射光输出［&—’］* 在高功率抽

运的情况下，众多级次的散射光都会处于深度饱和

状态 * 在特定的抽运功率下，不同级次布里渊散射

和瑞利散射有可能达到相当接近的功率值，从而形

成数百级的平坦输出光谱［"，’］* 在光纤通信中，受激

布里渊散射的存在会使光放大器（.>?-，?@- 等）的

增益大大降低，并导致光信号质量和抽运激光器工

作状态的恶化 * 因此，光放大器中应尽量设法抑制

受激布里渊散射 * 另一方面，拉曼抽运下的多级布

里渊)瑞利散射可以得到多波长输出，是获得多波长

光源的一种有效途径 * 因此，关于受激布里渊散射

的研究对于光通信、光传感等领域具有重要的意义 *
本文对拉曼抽运下的布里渊)瑞利散射进行了

详细的实验研究，并利用多级理论模型对光谱特性

和光谱演化特性进行了数值模拟和深入的分析 *

& = 实验结果及分析

%&’& 实验装置

我们采用 %’+# 7/ 的激光二极管（A>）抽运源和

%++# 7/ 的 A> 信 号 源、B?C 公 司 生 产 的 型 号 为

DE>F%"(# 的单模色散补偿光纤（长度约为 %+ 3/），

构成如图 % 所示的后向抽运结构的实验装置 * 信

号光由波分复用器 D>G% 耦合进色散补偿光纤，

抽运光从后向由 D>G& 耦合进光纤，通过型号为

-H>B("%$E、分辨率为 #=#%7/ 的光谱仪在 BC-% 和

BC-& 端口分别得到前向（与信号光传播方向相同）

和后向（与信号光传播方向相反）的输出光谱 *

%&%& 拉曼抽运下布里渊!瑞利散射的光谱特性

已有的理论证明：单模光纤中的布里渊散射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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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后向拉曼抽运下布里渊"瑞利散射装置示意图

发生在后向，而瑞利散射在前向和后向均可以发生 #
因此，前向输出光谱的成分为信号光、偶数级次的布

里渊散射（包括斯托克斯波和反斯托克斯波）以及奇

数级次布里渊散射的瑞利散射，后向输出光谱的成

分为奇数级次的布里渊散射以及信号光、偶数级次

布里渊散射的瑞利散射 # 抽运功率为 $%& ’( 时，我

们得到了与理论预期相符的实验结果，如图 % 所示 #
从图 % 可以看到：前向输出光谱中存在信号光，%，)，

*，+ 级斯托克斯波和 !，$，,，- 级斯托克斯波的瑞利

散射（图 %（.））；而后向输出光谱中存在 !，$，,，- 级

斯托克斯波，信号光的瑞利散射和 %，)，*，+ 级斯托

克斯波的瑞利散射（图 %（/））# 此外，输出光谱中还

有多级反斯托克斯波及其瑞利散射 # 可以明显地看

出，在前向和后向输出光谱中，布里渊散射和瑞利散

射的功率随级次增大均呈现递减的趋势 #

图 % 喇曼抽运功率为 $%& ’( 时的输出光谱 （.）前向，（/）后向

!"#" 不同拉曼抽运功率下的布里渊$瑞利散射的光

谱演化特性

为比较不同抽运功率下的布里渊"瑞利散射的

光谱演化特性，我们分别测得抽运功率为 &，%%&，

$%&，)&& 和 *&& ’( 时前、后向的输出光谱，如图 $
所示 # 下面我们分别加以分析 #

在没有抽运的情况下，如图 $（.）和（/）所示，前

向输出光谱中只能观测到信号光的成分，后向输出

光谱则有信号光的瑞利散射以及一级斯托克斯波和

反斯托克斯波 # 很明显，信号光输出功率大于信号

光的瑞利散射功率，信号光的瑞利散射功率远大于

一级斯托克斯波的功率 #
当抽运增大到 %%& ’( 时，前向输出光谱中可

以看到信号光以及一级斯托克斯波和一级反斯托克

斯波的瑞利散射（图 $（0））# 与没有抽运时相比，前

向输出光谱增加了两条瑞利散射的谱线；而后向输

出光谱中出现的仍然是信号光的瑞利散射、一级斯

托克斯波和反斯托克斯波三条谱线，但它们的相对

大小有较大的变化（图 $（1））# 虽然三者输出功率均

有所提高，但是一级斯托克斯波的提高幅度最大，其

功率已经超过信号光的瑞利散射功率，与一级反斯

托克斯波的功率比值也进一步增大到约 )& 12#
当抽运功率增大到 $%& ’( 时，布里渊散射已

经不再仅仅限于一级斯托克斯波和反斯托克斯波 #
随着抽运功率的提高，出现了更多级次的斯托克斯

波和反斯托克斯波的谱线，如图 $ 中（3）和（4）所示，

从中可以明显看到 + 级斯托克斯谱线和 ) 级反斯托

克斯谱线 # 在布里渊散射功率和级数增加的同时，

各级次布里渊散射的瑞利散射也随之出现，因而就

出现了布里渊散射和瑞利散射相间分布的布里渊"
瑞利散射 #

当抽运功率增大到 )&& ’( 时，输出级数增加

到几十级，其中绝大多数是斯托克斯波，但是布里渊

散射和瑞利散射随级次增大并不像抽运功率为 $%&
’( 时那样呈现明显的递减趋势 # 从图 $（5）和（6）

可见，前向和后向输出谱线约在前 , 级都呈现明显

的下降趋势，而 , 级以后的谱线则变化很缓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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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不同拉曼抽运功率下的输出光谱 （"），（#），（$），（%），（&）为前向；（’），（(），（)），（*），（+）为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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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抽运功率增大到 !"" #$ 时，输出光谱的特

征与抽运功率为 %"" #$ 时相似，只是输出级次达

到一百多级（图 &（’），（(））) 从前向输出光谱中还可

明显地看出，大约 * 级以后，布里渊散射和瑞利散射

都比较平坦，但是瑞利散射功率比布里渊散射功率

大约 + ,-，而且布里渊散射和瑞利散射呈现非常规

则的相间分布 )
通过观察我们还发现，布里渊散射的谱线宽度

比瑞利散射宽很多，它们互相交错而形成的布里渊.
瑞利散射相邻级次光谱之间的频率均相差 /" 012

（约 "3"4 5#）) 布里渊散射和瑞利散射线宽不同的

主要原因是它们的产生机理和演化特性有所不同 )
布里渊散射源于自发布里渊散射光子的受激放

大，抽运光和散射光存在一定的频移（约 /" 012），

布里渊散射的增益带宽相当窄，只有大约 +" 612)
布里渊散射的发生需要具有一定的光功率强度，所

以只有中心波长附近光功率密度较大的抽运光才可

能出现布里渊散射 ) 布里渊增益系数较大，因而随

着传输距离的增大布里渊散射功率会迅速增加 ) 在

抽运功率较大的情况下就可能出现多级布里渊散

射，这样中间级次的布里渊散射一方面在信号光或

者前一级布里渊散射的抽运下产生受激放大，另一

方面又抽运下一级的布里渊散射，因而会造成光功

率消耗、出现饱和现象，且功率越大饱和程度越深 )
因此越接近中心波长的布里渊散射饱和程度越深，

从而使得布里渊散射谱线变宽 )
相比之下，瑞利散射不存在频移、不会发生受激

放大，瑞利散射系数也很小，因此随传输距离的增大

瑞利散射功率的增加要远远慢于布里渊散射功率的

增加 ) 在拉曼抽运下，各级布里渊散射的瑞利散射

会大大增强，但不会因传输距离增大而出现饱和现

象 ) 因此，瑞利散射的谱线不会变宽 )
由于实验条件所限，我们没有进行更高抽运功

率下的布里渊.瑞利散射的实验研究 ) 但可以预期，

如果拉曼抽运功率进一步增大，则会出现更多级次

布里渊.瑞利散射的输出，而且若干级以后布里渊散

射和瑞利散射输出都会比较平坦 ) 当拉曼抽运达到

一个特定功率时，布里渊散射和相邻级次布里渊散

射的瑞利散射功率就会相当接近，从而产生如文献

［&］中所述的多级平坦的梳状输出光谱（图 %）)

& 3 理论数值分析

为了更好地解释实验现象和分析拉曼抽运下的

图 % 高功率抽运下的梳状输出光谱

布里渊.瑞利散射的输出特性，我们推导出多级理论

模型，并进行了数值模拟计算 )

!"#" 多级理论模型

综合考虑受激布里渊散射、瑞利散射以及拉曼

抽运［*，!］，我们在一级布里渊理论模型［/］的基础上进

行推导，得到以下多级布里渊.瑞利散射的理论模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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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表示一定带宽!!内（!"!# $%，在 #&&! $%
附近约为 #! ’()）的光功率，上标 * 和 + 分别表示光

的传播方向与信号光方向相同和相反，下标 , 和数

字分别代表拉曼抽运光、信号光和各级散射光；",

和 "-为拉曼和布里渊增益系数；#.// 为光纤有效面

积；"为瑞利散射系数；!!,和!!-分别为拉曼和布

里渊散射光的线宽；#表示光纤损耗系数；$ 和 % 分

别为普朗克常数和玻尔兹曼常数；& 为绝对温度；

!,，!!和!’（’ 0 #，1，2，⋯）分别表示拉曼抽运光、信

号光和第 ’ 级布里渊散射（或瑞利散射）的频率 3
为突出重点，我们仅考虑布里渊散射中频率下

移的斯托克斯波成分，并且忽略自发散射的损耗 3

根据实验中的实际情况，耦合方程中的各种参数可

做如下选取："- 4#.// 0 #"1 5+ # %+ #，", 4#.// 0 6"1 7
#!+ 2 5+ #%+ #，"0 1 7 #!+ 8 %+ # 3 拉曼抽运光损耗#9

0 !": ;-4<%，信号光及各级布里渊=瑞利散射光损耗

#0 !"6 ;-4<%，!!- 0 1! >()3 ?@A 光纤长度 ( 0
#& <%3

!"#" 数值模拟结果及分析

利用上述理论模型和数据对如图 # 所示的结构

进行数值模拟 3当抽运功率为 21! %5 时，我们得到

前向和后向各级输出光的功率分别如图 &（B）和（C）

所示 3

图 & 抽运功率为 21! %5 时数值模拟结果 （B）前向输出，（C）后向输出 3 ! 级的!和"分别表示信号光及其瑞利散射，’
级的!和"分别表示 ’ 级布里渊散射及其瑞利散射

比较图 & 与图 2 中的（.），（/），可见理论计算和

实验结果是相符的 3 随着级次的增大，布里渊散射

和瑞利散射的功率均呈现递减的趋势 3
在抽运功率为 21! %5 的情况下，理论计算和

实验结果符合得较好 3 但是对于 6!!，8!! %5 乃至

更高的拉曼抽运功率下的多级输出功率，随着输出

级数的增加理论计算和实验结果的差异会变得越来

越大 3 究其原因，主要与模型的制定以及参数的选

取有关 3 首先，我们对理论模型做了一定程度的简

化处理，比如将信号光以及多级布里渊散射考虑为

多个不同的分立波长，而实际上信号光具有一定带

宽，其布里渊=瑞利散射也具有一定的带宽范围 3 其

次，为简化计算，我们将信号光以及布里渊散射光的

损耗、拉曼增益系数、布里渊增益系数和瑞利散射系

数等参数都视为定值，这与实际情况有差异 3 另外，

实验中的光纤连接损耗、5?> 损耗及光纤本身的缺

陷也会造成一定的差异 3 如果能够将上述问题加以

考虑，则会得到与实验更相符的结果，但同时也必然

会加大计算量和计算难度 3

!"!" 高功率抽运下平坦输出光谱的理论分析

我们通过数值模拟得到不同拉曼抽运功率下布

里渊=瑞利散射的输出级数，如图 8 所示 3 由图 8 可

以看出，随着抽运功率的进一步增加，出现的布里

渊=瑞利散射级数会大大增加，这与实验结果相符 3
随着拉曼抽运功率的增大布里渊散射的功率会

有所增强，但是因为新出现的高级次布里渊散射会

大大消耗前一级的布里渊散射，所以越来越多级次

的布里渊散射会出现饱和，甚至是深度饱和 3 正是

这种饱和效应使得较大拉曼抽运功率下的布里渊散

射的输出谱线比较平坦 3 布里渊散射的瑞利散射也

会呈现出较平坦的输出，但一般情况下瑞利散射的

功率与相邻级次的布里渊散射功率会有一定的差

异 3 只有当拉曼抽运达到特定功率时，瑞利散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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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不同抽运功率下的布里渊"瑞利散射输出级数（理论

计算结果）

率才会和相邻级次的布里渊散射的功率比较接近，

从而在拉曼增益带宽内产生数百级较平坦的布里

渊"瑞利散射输出 # 随着布里渊"瑞利散射级次的增

大，拉曼增益系数等参数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一定变

化，因而会造成输出光谱有微小的上下起伏，产生如

图 $ 所示的输出效果 # 这种由拉曼抽运下布里渊"
瑞利散射产生的多波长平坦输出光，具有重要的实

际应用价值 #

$ % 结 论

我们对实验测得的不同抽运功率下的布里渊"
瑞利散射的光谱特性进行了分析和说明，并通过数

值模拟得到了与实验相符的理论计算结果 # 理论和

实验都清楚地表明，高功率的拉曼抽运可以产生多

级布里渊"瑞利散射，而且当拉曼抽运达到一个特定

的功率时会产生多级平坦输出光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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