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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介绍了短程飞行时间吸收谱测量冷原子温度的基本模型和实验方法 (在对铯原子磁光阱中冷原子温度测

量的基础上，分析了初始时刻冷原子云中心到探测光束中心的垂直距离、冷原子云初始半径、探测光束半径三个参

数的误差分别对于通过短程飞行时间吸收谱测量冷原子温度时所带来的影响，并比较了这些参数各自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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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引 言

%" 世纪 &" 年代以来，中性原子的激光冷却与

俘获技术得到了迅速发展，在原子物理、量子光学、

激光光谱、量子频标等领域得到了应用 (温度是描述

冷原子特性的重要参数，对于冷原子温度的测量，人

们已发展了若干种方法，如冷原子云释放再俘获［’］、

冷原子云受迫振荡［%］、冷原子光谱分析［#］、非平衡四

波混频［-］、飞行时间（2CD）光谱［*］和二维 2CD 吸收

成像［$］，其中 2CD 光谱方法相对比较简单，在实验

中易于实现 (采用 2CD 法测量磁光阱（45EA>FG3GHF6@57
FI5H，JC2）中冷原子云的温度时，释放被俘获的冷原

子云，使其膨胀并在重力作用下自由下落，收集通过

扁平的共振探测光时冷原子的 2CD 荧光信号，即可

间接测量得到冷原子云的温度 (当冷原子云的飞行

距离较大，探测光光斑能够覆盖下落后原子云的大

小时，可近似忽略冷原子云初始尺寸和探测光束的

尺寸对测量结果的影响 (由于近年激光冷却与俘获

原子的装置逐渐趋于小型化，限制了冷原子云的飞

行距离 (在冷原子云的飞行距离较小时，则不能忽略

冷原子云初始尺寸和探测光束尺寸等实验参数的影

响 (%""% 年 +IKGKG8;L6 等人［,］提出了采用细圆探测

光束的短程 2CD 荧光谱方法来确定冷原子温度的

方案 (我们则在实验中采用短程 2CD 吸收谱方法，

在考虑冷原子云初始尺寸、探测光束尺寸及下落距

离等实验参数的情况下，测量了铯原子 JC2 中冷原

子的温度［&，/］，并与采用扁平探测光束的 2CD 荧光

谱方法作了对比［/］(
本文详细介绍短程 2CD 吸收谱测量冷原子温

度的基本模型，给出 JC2 中冷原子温度测量的实验

方案及典型测量结果 ( 在此基础上，着重对于 JC2
中冷原子云初始尺寸、探测光束尺寸和冷原子云下

落距离三个参数的测量误差对确定冷原子温度的影

响作了比较，并作了相应的分析和讨论，希望能对相

关的实验提供参考 (

% B 短程 2CD 吸收谱方法的模型

中性原子 JC2 中心附近的势阱可近似为简谐

势阱，考虑在 JC2 中被冷却与俘获的原子云，当数

密度不太大时，原子数密度在空间的分布可用高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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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 !（ "!!"!）来描述；冷原子速度分布为麦克斯韦

"玻尔 兹 曼 分 布，通 常 也 可 近 似 地 用 高 斯 分 布

!（ #"!!"#）来描述 # 因此，在六维相空间中冷原子云

的初始概率分布可近似表示为［$］

$（%!，&!，’!；#%!，#&!，#’!）

% !
""（ %，&，’）

!（ "!，!"!）!（ #"!，!"#）， （&）

其中 !（ "!，!"!）和 !（ #"!，!"#）为高斯分布函数

!（(，!）% &
’!!# ’

()* + (’

’!( )’ #

冷原子云中心初始位置坐标为（ %!，&!，’! ），初始速

度为（ #%!，#&!，#’!）#

图 & 短程 ,-. 吸收谱模型

若近似地认为冷原子数密度和速度分布为球对

称高斯分布，则有!%! %!&! %!’! %!!，!! 为冷原子云

初始的高斯半径，!%# %!&# %!’# %!# ，!# 为冷原子初

始的方均根速度，冷原子云的温度 )% % )& % )’ %
) #根据能量按自由度均分定理，冷原子云初始方均

根速度与冷原子云的温度关系为

&
’ *!’

# % &
’ +/ )， （’）

其中 * 是原子质量，+/ 是玻尔兹曼常数 #
快速关断 0-,，冷原子云从势阱中被释放，在

重力作用下自由下落的同时，由于原子云具有初始

速度分布因而会膨胀 #在冷原子云中心初始位置下

方距离 , 处，采用一束沿水平方向传播且与冷原子

冷却循环跃迁共振的近平行的细圆高斯光束作为探

测光，通过测量冷原子与探测光作用的 ,-. 吸收

谱，即可获得冷原子云的初始方均根速度，进而可由

（’）式得到冷原子云的温度 # 模型如图 & 所示，% 方

向为重力方向，探测光沿 ’ 方向传播 #

冷原子云自由下落经过时间 - 后到达探测光束

中心的位置，其坐标变化关系可表示为

% % %! 1 #%! - 1
&
’ !-’，

& % &! 1 #&! -，

’ % ’! 1 #’! - # （2）

（2）式可变形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将（3）式代入（&）式，然后对冷原子云初始位置

坐标（%!，&!，’! ）积分，可得到 - 时刻冷原子的概率

分布为

$（%，&，’，-）% ! % + &
’ !-’，!( )-

4 !（&，!- ）!（ ’，!- ）， （5）

其中!- % !’
! 1!’

#-# ’为 - 时刻冷原子云的高斯半径 #
在冷原子云的尺度上可忽略近平行的细圆探测

光束的发散角，仅需要考虑下列在探测光束横截面

内光强的高斯分布：

.（%，&）% /! ! % + &
’ !-’!，!( )* !（&，!*），（6）

其中 /! 为探测光功率，-! % ’, 7# !为在 % 方向初始

零速度的原子由初始位置自由下落到达探测光束中

心所须的时间，!* 为探测光束的高斯半径 # 冷原子

云下落穿过探测光束时，探测器记录到的探测光束

的透射信号可表示为

0（ -）%"$$$.（%，&）$（%，&，’，-）8%8&8 ’

% "/!

’!（!’
* 1!’

! 1!’
# -’）

4 [()* +
’, + !-’

#’ ’ !’
* 1!’

! 1!’
# -#( )’ ]’ ，（$）

式中的"为比例系数，与光电探测器的量子效率及

探测光的传输损耗等因素有关 #冷原子云初始高斯

半径!!，探测光束高斯半径!*，下落距离 , 都需要

考虑，这些实验参数的测量误差直接影响着冷原子

温度的拟合值 #

2 9 实验系统及测量结果

实 验 中 采 用 气 室 0-, 技 术 冷 却 并 俘 获 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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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子 & 在上述模型的基础上，我们对 ’() 中

冷原子云的温度进行了测量［*，+］&不锈钢超高真空气

室的真空度维持在 # , #-. / 01& ’() 的四极梯度磁

场由一对反向亥姆霍兹线圈提供，#2* 3 电流对应轴

向磁场梯度约 # 4)564，同时用三对矩形线圈补偿地

磁场和杂散磁场 &实验中采用两台自制的光栅外部

反馈式半导体激光器，利用饱和吸收谱技术锁定激

光频率，经声光调制器系统设定失谐量后分别提供

’() 的冷却5俘获光束和反抽运光束 &两束光经单模

保偏光纤滤波准直为近平行高斯光束，用偏振分光

棱镜合束，再经扩束望远镜得到光斑直径约 #- 44
的近平行光束，等分为三束后分别沿直角坐标系的

三个方向进入真空气室，每束功率约 7 48&进入真

空气室前，三束光分别经 #59 波片将线偏振变换为

合适的圆偏振光与四极梯度磁场相匹配，穿过真空

气室后经 #59 波片再由全反镜沿原路返回，使其能

在交汇区对原子在正交的三个方向上对原子产生冷

却和回复机理 & 经过 $- " 的装载后，’() 中冷原子

数达到稳态，采用吸收法测得典型的冷原子数约 *
, #-7 个［+，#-］&通过短程 )(: 吸收谱方法测量冷原子

云温度，模型中需要同时快速关断 ’() 的四极梯度

磁场和光场，实验中借助于计算机程序控制的时序

系统来实现；其中四极梯度磁场的开关通过时序信

号触发场效应管开关磁场电流来实现，由于磁场线

圈的电感较大，典型关断时间约 9%-!"，光场的开关

通过时序信号控制声光调制器实现，典型关断时间

约 #!" &
在采用短程 )(: 吸收谱方法测量冷原子温度

时，影响测量结果的因素较多 &其中模型中的三个实

验参数：探测光中心与冷原子云中心初始位置的垂

直高度 !（即下落距离），冷原子云初始高斯半径!-

和探测光束高斯半径!;，对测量的影响较大 & 实验

中我们采用下列方法分别对三个参数进行测量：#）

将探测光的光纤输出准直器固定在一个处于竖直平

面内的二维平移台上，增大探测光的功率到 48 量

级，将探测光束调节到水平穿过稳态冷原子云中心 &
来自于探测光的共振辐射压力，破坏了原本受力平

衡的冷原子云，使冷原子云中心的原子被推走，形成

一个空洞，可借助于电荷耦合器件（!!<）摄像机连

接监视器来观察 &然后向下平移探测光束到设定位

置，由平移台上的螺旋测微头可读出下落距离 ! &冷
原子云的形状、尺寸及所用探测光束直径等因素均

会造成确定初始冷原子云中心位置时的误差，进而

会影响到下落距离 = 的测量 &我们在实验中反复实

验，选定的下落距离为 >2-- 44，估计测量误差约 ?
%-!4，即 ? >2%@；>）’() 中冷却与俘获的冷原子云

其数密度在空间的分布近似为高斯分布 &实验中采

用消像差的复合透镜使冷原子云和 !!< 摄像机的

!!< 阵面分别处于透镜两侧两倍焦距处，形成一个

横向放大率为 # A # 的成像系统（需预先校准），可通

过 !!< 摄像机得到冷原子云二维荧光强度分布，采

用高斯函数拟合得到初始冷原子云的高斯半径!- &
成像系统的空间分辨率及冷原子云和 !!< 阵面相

对于成像透镜的距离的测量误差等因素都会影响到

!- 的测量 &典型的!- 测量值为 >*-!4，估计其测量

误差约 ? %-!4，即约 ? #*@；$）探测光由单模保偏

光纤滤波准直为近平行的细圆高斯光束，实验中采

用刀口法测量其高斯半径!; &激光器的功率起伏及

平移台的精度等因素会影响!; 的测量 & 典型的!;

测量值为 %--!4，估计其测量误差约 ? #%!4，即约

? $@ &此外，’() 的四极磁场关断时间和测量区域

地磁场和杂散磁场的补偿情况短程 )(: 吸收谱的

信噪比（影响着数据拟合的统计误差）等因素也需要

作分析 &在我们的实验条件下，’() 的四极梯度磁场

关断时间和测量区域地磁场和杂散磁场的补偿情况

这两个因素对结果的影响不太大 &短程 )(: 吸收谱的

信噪比造成的统计误差则由拟合过程直接给出 &

图 > 典型的短程 )(: 吸收谱信号（探测光距原子云初始位置

的高度 !!>2- 44，原子云初始半径!-!>*-!4，探测光高斯半

径!;!%--!4&拟合得到的冷原子温度为 %+29!B）

根据以上三个实验参数的测量值，基于短程

)(:吸收谱测量冷原子温度的模型和上述实验装

置，实验中记录到的典型的短程 )(: 吸收谱信号如

图 > 所示，对应的探测光中心与冷原子云中心初始

位置的垂直高度 !!>2- 44，冷原子云初始半径

!-!>*-!4，探测光斑高斯半径!;!%--!4，探测光

$>>7#- 期 何 军等：采用短程飞行时间吸收谱测量冷原子温度时参数误差的影响



功率为 !"" #$%采用（&）式对实验曲线拟合，得到冷原

子典 型 温 度 值 为 ’()*!+ , !!+（ , !!+ 为 统 计

误差）%
下面着重于评估 !，!" 和!- 三个实验参数的

测量误差对确定冷原子温度时的影响，并分析比较

不同参数的影响程度 %假设其中的两个参数取测量

值，考虑另外一个参数围绕测量值存在误差时，再次

根据（&）式对实验记录到的短程 ./0 吸收谱（图 ! 中

的实验曲线）进行拟合，可得到原子云温度拟合值随

三个实验参数的变化情况，结果如图 1 所示 % 图 1
（2）显示温度拟合值受下落高度 ! 的测量误差的影

响情况，图 1（3）显示温度拟合值受冷原子云初始的

高斯半径!" 的测量误差的影响情况，图 1（4）则显

示温度拟合值受探测光束高斯半径!- 的测量误差

的影响情况 %图 1（5）为冷原子温度和各实验参数取

相对误差时将图 1（2），（3），（4）画在一起的情形 %

图 1 （2）—（4）温度分别与实验参数 !，!" 和!- 的关系；（5）为温度与 !，!"!- 相对误差的关系

*) 讨 论

由图 1 可知，, !)’6的下落高度 ! 值测量误

差，会使得温度拟合值则会在约 , (6左右的大范围

内变化，显示出温度对于 ! 的测量误差最为敏感 %
约 , 786的原子云初始高斯半径!" 的测量误差，则

会使得温度拟合值在约 , 16的范围内变化 %而对于

约 , 16的探测光束高斯半径!- 的测量误差，仅在

约 , 7)&6以内范围内影响温度拟合值，相对于另外

的两个实验参数而言，影响要更小一些 %因此，就要

求在 ! 的测量中尽可能保证测量精度，减小误差 %
从图 1 中还可清楚地看出，三个实验参数的测量误

差中，!" 和!- 对温度拟合值的影响行为相近，而 !
对温度拟合值的影响行则与!" 和!- 完全相反 %

待测冷原子云的温度更低时，比如在 9/. 中制

备的冷原子样品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光学粘团过

程的偏振梯度冷却所获得的温度更低的冷原子云，

短程 ./0 吸收谱的信号会较强；原因是温度更低的

冷原子云膨胀得较慢，相对于同样的下落距离 ! 和

同样的探测光束高斯半径!- 而言，对短程飞行时间

吸收谱有贡献的原子数目则较多，因而会在一定程

度上提高信号的信噪比，在由短程 ./0 吸收谱拟合

得到冷原子云温度时，所讨论的三个实验参数的测

量误差的影响将会减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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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 论

本文详细介绍了通过短程 #$% 吸收谱测量冷

原子温度的基本模型及实验方法，阐述了实验中对

相关参数的测量方法和参数测量误差的来源 &在铯

原子 ’$# 冷原子温度测量的基础上，对于三个实验

参数的测量误差对冷原子温度拟合值的影响作了评

估，并对各自的影响程度作了分析比较 &这些内容对

于冷原子温度的实验测量将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需
要指出的是，对于冷原子数较少或者温度极低的情

形，比如在冷原子玻色(爱因斯坦凝聚实验中通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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