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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秒时间分辨光抽运探测技术及进展!

曹! 宁! ! 傅盘铭4 ! ! 张治国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光物理重点实验室! 北京! 5%%%6%）

摘! 要! ! 文章简要介绍了飞秒时间分辨光抽运探测技术以及作者所在实验室的最新研究进展- 灵敏度和信噪比是

实验中的重要参数，文章着重介绍了作者在这两方面的改进，从而可检测到更微弱信号，并降低了使用的激光功率-
配合具有光学窗口的液氦低温系统，还可对更多领域的材料进行研究，其中包括高温超导、生物化学样品和纳米材料

等，并可给出物质内部结构等方面的重要信息-
关键词! ! 飞秒时间分辨，5 7 8 噪声，高温超导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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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引言

从激光器的发展史来看，激光技术的每一次重

大变革都推动着光物理研究的新飞跃- 调 V、锁模以

及啁啾脉冲放大技术使激光脉冲能量大幅提升，更

重要的是激光脉冲脉宽延伸到了飞秒量级，这大大

拓宽了科学家利用超快技术对物理、化学和生物等

众多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范围-
物质吸收光子后常伴有诸多瞬态过程，如超导

材料库珀对的打散和复合过程，生物和化学材料等

的荧光发射、内转化过程等- 对这些瞬态载流子的特

性及其动力学行为的研究可以得到物质内部性质的

一些重要信息，如电子态配对情况、电子能级、超导

能隙以及赝能隙等［5—"］- 时间分辨光抽运探测技术

是通过测量材料对光吸收后光反射率或透射率随时

间的演化，来研究物质内部的动力学行为- 该技术如

配合温度在 SW 到 "%%W 之间连续可调的低温液氦

循环系统，则可应用到物理、化学、生物医学、环境科

学等众多领域，具有重要的基础研究意义和广泛的

应用前景- 为了能对不同类型的材料进行研究，有必

要对该项技术所用的实验设备进行改进，以提高灵

敏度，改善信噪比- 本文介绍时间分辨光抽运探测技

术和本实验室实验设备改进情况以及相关的应用-

$! 飞秒时间分辨光抽运 M 探测技术

目前电子设备除了条纹相机可以分辨到皮秒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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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外，其他电子设备最快只能分辨到纳秒量级，而要

达到飞秒量级的时间分辨率则必须采用其他的技术

来实现& 目前，普遍采用的方法就是光抽运探测技

术& 如图 . 所示，飞秒脉冲激光被分光镜分成高功率

的抽运光和低功率的探测光，根据抽运光和探测光

波长的异同，该技术可分为简并和非简并抽运探测

技术，后者包括双色和白光抽运探测& 超快时间分辨

的原理是通过使用光学延迟线，将实验上很难控制

的飞秒级时间分辨转化成很容易控制的微米级空间

分辨& 如果使用步长达到微米的步进电机，即每走一

步光程改变 .!/，则光波经历的时间为 0& 012 ，即实

现了飞秒的时间分辨&

图 .- 时间分辨光抽运 3 探测技术装置（4.，45，40 为格兰棱镜，

67 为衰减片）

电子的分布以及其分布函数随时间的演化会导

致样品的介电常数 !（"，!）" !8（"）# "!（"，!）成

为时间的函数，其中 !8（"）是没有抽运光照射时样

品的介电常数，"!（"，!）为抽运光照射导致的样品

介电常数的变化，" 为光子频率& 而 !（"，!）与透过

率 $（"，!）和反射率 %（"，!）有关［9］& 飞秒激光脉冲

照射到样品上时，样品吸收光子能量后将导致内部

状态的变化，比如超导、碳纳米管等材料内部电子非

平衡态布局的形成，生物、化学材料电子能级的跃

迁& 该状态通过电子 3 电子或电子 3 声子之间的相

互作用、隧道效应、荧光辐射以及电荷转移等弛豫通

道，降低自身能量而恢复到初态& 以高温超导材料为

例，光激发导致超导体内库珀对被打散，产生高于能

隙（#）能量的准粒子和声子，其中大于两倍能隙的

高频声子一方面会继续打散库珀对，另一方面通过

非简谐衰减成低频声子（ : 5#）或通过扩散过程而

逃逸掉& 这些高能准粒子通过电子 3 电子和电子 3
声子之间的相互作用降低能量，亚皮秒时间内在能

隙上边缘形成准平衡态分布& 之后这些能隙上附近

的准粒子会重新复合成库珀对，同时释放出一个高

频声子，高频声子会继续打散库珀对［;］& 抽运光导

致的准粒子的动态变化过程会影响探测光的吸收，

因此通过对瞬态透过率或者反射率的检测可以得到

!（"，!），进而得到准粒子随时间演化的动力学过程

以及能隙、赝能隙和电子态配对情况等重要信息&
由于介电常数的变化值 "!（"，!）& !8（"）. . ，

导致 "$（"，!）& $8（"）或 "%（"，!）& %8（"）信号的

振幅往往在 .8 39或 .8 3;量级甚至更小& 用常规的办

法无法从很强的背景信号 $8（"）或 %8（"）中提取

出微弱的变化值信号 "$（"，!）或 "%（"，!），而使用

锁相放大器则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它可以从很强的

信号背景中提取小信号，同时还对噪声有很好的抑

制作用&

0- 光抽运探测技术最新进展

通过研究发现许多材料，如高温超导单晶，其信

号幅值非常小，达到 .8 3;到 .8 3<，甚至更低，使用我

们原有的实验设备（ 图 .）无法对这些材料开展研

究& 另外，由于信噪比不理想，为了得到可靠的信号，

我们必须使用较高的激光脉冲功率& 比如电子掺杂

超导材料 =*.& >?@A8& ..@’B9 3 #（=@@B），原设备需要采

用功率为 .8/C 的抽运光［0］，高的激光能量会造成

薄膜、单晶以及生物材料局部的加热效应，甚至损坏

较薄的薄膜和生物样品& 因此，我们对灵敏度、信噪

比以及时间分辨率等几方面作了如下改进&
与其他实验设备一样，光抽运探测技术中灵敏

度和信噪比都是非常重要的参数& 这里，信号的噪声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来源于激光器、光电探测器、

电路系统以及材料本身的 . & ’ 噪声，电设备的电噪

声，激光器能量起伏产生的噪声等&
首先，以凝聚态材料为例来分析 . & ’ 噪声& 该噪

声的起源是凝聚态物理中人们所关注的一个尚未完

全解决的问题，有着不同的理论模型& D+E’"A, 等人

对高温超导材料钇钡铜氧的 . & ’ 噪声进行了系统的

测量，提出噪声来源于材料中准粒子浓度的空间涨

落，并且认为这是由于基平面中氧空位的跳跃引起

的，它涉及到凝聚态材料中的电导涨落［<］& 在光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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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探 测 技 术 中，噪 声 的 谱 密 度 函 数 为 !4（ "） #
$ % "! ，其中 " 是锁相放大器参考信号频率，$ 是与频

率无关的常数，! 根据 不 同 的 材 料 取 值 为 %- 5—

6- 7［&］- 为了验证 6 % " 噪声对信号的影响，我们改变

锁相放大器调制频率，对单壁碳纳米管材料时间分

辨动力学光谱进行了研究（样品采用浮动化学沉积

法制备），发现当频率从 689: 增加到几十千赫兹

时，信号信噪比有了明显的改进- 另一方面，根据锁

相放大器提取信号的原理，随着调制频率的增加，信

号强度会随之减小，所以在实验中要根据不同的材

料选择合适的调制频率- 图 $ 是在 689: 和 6%%89:
不同调制频率下得到的碳纳米管时间分辨超快动力

学光 谱，为 了 清 楚 地 看 出 信 噪 比 的 提 升，我 们 在

689: 频率下，在信号延迟时间坐标轴上做了平移-
在探测光相对抽运光延迟约 $’%;< 后，动力学信号

达到最大值- 实验采用的抽运光功率均为 6%=>，与

探测光的能量比为 ’：6- 锁模钛宝石飞秒激光器产

生重复频率为 ?$@9:、脉宽为 6%%;< 的激光脉冲，中

心波长为 &5%3=（光子能量 "#*( & 6& ’&A4 ）- 分光

镜将激光分成抽运光和探测光，它们的偏振方向相

互垂直，经透镜重合聚焦在样品上，聚焦光斑直径约

为 6%%3=-

图 $! 6%%89:（1）和 689:（B）调制频率下碳纳米管时间分

辨超快动力学光谱

锁相放大器是一个非常灵敏的设备，当其与其

他用电设备共同接地时会与它们形成一个“回路”，

其他用电设备会使锁相放大器产生扰动，产生电噪

声- 另外，激光器输出功率有一定的起伏，探测光的

波动受到锁相放大器的抑制，对噪声贡献很小- 然

而，实验中要求抽运光和探测光在样品上重合，这会

使部分抽运光衍射进入探测系统- 由于受到与参考

频率同样的调制，因此抽运光的扰动会产生很大噪

声- 我们在实验中使两束光的偏振方向互相垂直，并

在进入探测系统之前通过格兰棱镜，这就可以去掉

抽运光的影响，以降低噪声- 再有，锁相参考信号频

率的波动以及其他环境噪声都对信噪比有一定的影

响- 通过对以上这些方面噪声的抑制，改进后的设备

信噪比有了明显的提升- 实际可探测的透射率或反

射率变化达到了 6% C&，为目前国际最好水平- 改进

后的设备可观测到以前一些完全淹没在噪声中的微

弱信号，因此我们对样品的选择就更为广泛- 此外，

在信噪比可靠的情况下，使用的激光功率也大幅降

低- 例如，对于 DEEF 材料，改进后的设备抽运光强

度仅需 %- "=>，这就减少了激光加热效应，从而避

免了样品的光损伤-
另外，实验中用到了许多光学器件，它们会展宽

激光脉宽，为此我们增加了一个棱镜对来压缩脉宽，

最终将激光脉宽压缩到 6%%;<，提高了时间分辨率-
另外，在进入抽运探测系统之前增加了一个透镜组，

在焦点处用 6%%!= 的针孔光阑对激光光斑进行了

空间上的校正，使抽运光和探测光可以更好地在样

品上重合- 同时该透镜组对光斑的压缩减少了棱镜

对造成的激光能量损耗-
高温超导 G0$HI$E1E.$F? J "（G0K$$6$）单晶材料

样品用原实验设备是观测不到的- 下面我们以该样

品为例，验证实验设备改进后观测到的信号的真实

性，同时确认测量的灵敏度和信噪比得到提高-
最佳掺杂的 G0K$$6$ 单晶以硅为基片，采用浮

区法进行制备- 单晶厚度约为 ’%!=，转变温度为

?5L 左右- M 射线衍射实验显示薄膜具有很好的 ’
轴取 向- 实 验 装 置 同 上 所 述，抽 运 光 调 制 频 率 为

6%%89:，功率为 5=>（6- 7!N O 2= C$）- 样品放置在恒

温器中，实验温度从 7L 到 "%%L 连续可调- 不同温

度的反射率变化 #( % ( 随时间的变化曲线见图 "-
研究发现，在转变温度 )2（?5L）附近，超导态和正常

态存在不同的光激发准粒子弛豫过程- 反射率的变

化 #( % ( 在超导态和正常态都是正信号，#( % ( 随

时间的关系分别可以用单指数和双指数衰减函数得

到很好的拟合- 而在 )2 附近，随着温度的升高，出现

了从正到负再变为正信号的转变过程- 该结果与牛

津大学 P1Q R 研究组结果相近［?，5］-

7! 结束语

光抽运探测技术作为一个不可替代的时间分辨

研究手段，在许多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随着对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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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进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物理

图 .- 最佳掺杂 /)0 1203*3’045 6 !高温超导单晶准粒子弛豫动力

学光谱

验要求的提高，我们对实验设备进行了改进，其中包

括：大幅地提升光调制频率，压缩脉宽以提高时间分

辨率，对激光光斑进行优化并减少了能量损耗等& 从

而最终提高了灵敏度、信噪比和时间分辨率，使得可

测量的透射率或反射率变化达到 78 9:，而低激光功

率又避免了激光对样品的损伤& 如果配合液氦低温

冷却系统，可对高温超导、碳纳米管以及半导体等多

种材料进行系统的研究& 为了更进一步完善实验设

备，我们准备采用激光光参量放大技术（4;<）拓展

激光波长，采用啁啾脉冲放大技术（3;<）得到更高

单脉冲功率的激光脉冲，以便在更广范围内研究激

光功率对动力学过程的影响，并开展超连续光在抽

运探测技术中的应用& 对于更微弱的信号，我们准备

采用双锁相放大器数据采集技术，进一步降低噪声&
相信相关的研究将对高温超导体、碳纳米管以及其

他材料中的相关机理的理解与完善提供重要的实验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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