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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功率孪生光束的产生与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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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讨论了一种用于运行于阈值以上的光学参量振荡器所产生的高功率孪生光束的测量方案。理论上讨论了

分束器在高功率强度噪声测量中的作用 ,证明了分束器的引入并不影响强度量子关联的测量。并在实验上给出

了高功率孪生光束的测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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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利用光学参量振荡过程产生非经典光场是量子

光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运行于阈值以上的非简

并光学参量振荡器(OPO)所产生的明亮孪生光束是

众多非经典光场中的一种 ,两个下转换模之间可以

产生很强的量子关联 ,由于其易于实现 、易于测量且

具有一定的强度 ,自从 1986年首次在实验上实现以

来
[ 1]
,人们已经广泛开展了这方面的理论与应用研

究 。近来已有文献报道
[ 2]
采用自相位锁定技术产生

了频率简并的孪生光束 ,这为孪生光束的进一步发

展拓展了更广阔的空间 。由于两下转换光束 (孪生

光束)强度之间的量子关联特性 ,目前主要被应用于

突破散粒噪声极限限制的高精度测量 ,例如进行亚

散粒噪声的双光子吸收测量
[ 3]
,弱吸收系数与频率

调制光谱测量
[ 4, 5]

;还可以利用孪生光束制备亚泊松

光场
[ 6, 7]

;近来也有了利用孪生光束实现连续变量量

子密码术的报道
[ 8 ～ 10]

。

在非经典光场的研究中 ,根据不同需要及不同

非经典光场的特性采用不同的探测方法(例如:平衡

零拍探测 ,直接探测等 )。同其它非经典光场相比 ,

强度量子关联的孪生光束功率较高 ,通常采用自平

衡零拍探测 ,无需本底光 ,探测方便 。为了避免直接

探测遇到的探测器饱和问题 ,在高功率下通常采用

比例衰减的办法或采用分束器分出一小部分来进行

测量 ,但对于包括孪生光束在内的非经典光场 ,衰减

会严重影响其非经典特性 。因此 ,用于非经典光场

产生的 OPO通常都在阈值附近工作 ,但这样一来输

出光的振幅或强度噪声很高 ,会对其测量及应用产

生不良影响 。例如在利用孪生光束实现亚泊松光场

的制备中
[ 6, 11]

,其最后所制备的最优化的亚泊松光

场的噪声功率谱由下式表示:

S
opt

A (Ψ) =2SA-B (Ψ) 1 -
SA-B (Ψ)
2S(Ψ)

(1)

其中 SA-B (Ψ)是两下转换模 (孪生光束 )强度差的

噪声功率 , S(Ψ)是孪生光束每一臂的强度噪声功

率 (假设两臂光的噪声相同)。从上式不难看出 ,单

臂光的噪声 S(Ψ)越大所制备亚泊松光场的噪声也

就越大 ,单臂光的噪声直接影响了亚泊松光场的制

备 。只有让 OPO尽可能的远离阈值工作才能降低

单臂光的噪声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孪生光束的功率

必然会很高 ,可以从几毫瓦到几百毫瓦
[ 12]
。考虑到

探测效率 ,实验中常用高效率光电二极管 ,例如对于

在 1064 nm附近的孪生光束通常采用 ETX500光电

二极管探测 , ETX500在输入光场 10 mW 以下时才

是线性的。

本文讨论了一种在不引入额外噪声的前提下将

孪生光束分成多束来进行探测的方案 ,解决了高功

率孪生光束的测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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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束探测方案
对于强度量子关联的孪生光束一般采用自平衡

零拍探测的方法 ,用偏振棱镜 (PBS)将两光束分开 ,

两臂光电流噪声相减即得强度差压缩度 ,所以我们

只需分别测出每一臂光的强度噪声起伏 ,就可以进

行强度差噪声测量 ,也即孪生光束测量。对高功率

单臂光的强度噪声起伏可以利用分束器分成多束光

来进行测量 。图 1中利用分束器将入射光场分成两

束来进行测量 ,假设 a和 ν分别为分束器前的输入

光场和输入真空场。b1和 b2则是两输出场 ,分别由

探测器 D 1和 D2进行探测 。由分束器的工作原理可

得:

b1 = Ta + 1 - Tν (2a)

b2 = 1 - Ta - Tν (2b)

将两探测器的交流信号相加后 ,在分析频率 Ψ处的

强度噪声功率谱:

S1+2(Ψ)=〈δ
2
(b

+
1 b1 +b

+
2 b2)〉

=〈(b
+
1 b1 +b

+
2 b2)

2
〉

- 〈b
+
1 b1 +b

+
2 b2 〉

2
(3)

图 1　分束探测的原理

F ig. 1　S chem e of beam sp litting detec tion

由方程 (2)可推出:

b
+
1 b1 +b

+
2 b2 =a

+
a +ν

+
ν (4)

将式(4)代入方程 (3),可得到:

S1+2(Ψ)=〈(a
+
a)

2
〉 - 〈a

+
a〉

2

=〈δ
2
(a

+
a)〉

=〈(Δn)
2
〉 (5)

由上式可看出两臂相加后的噪声功率就等于入射光

场的光子数起伏 ,即光场的强度噪声 ,且与分束器的

透射率无关 。

将两探测器光电流信号相减 ,输出噪声功率谱

可以由下式表示:

S1-2(Ψ)=〈δ
2
(b

+
1 b1 - b

+
2 b2)〉

=〈(b
+
1 b1 - b

+
2 b2)

2
〉

- 〈b
+
1 b1 - b

+
2 b2 〉

2
(6)

同前面的推导过程 ,由方程 (2)得:

b
+
1 b1 - b

+
2 b2 =(2T - 1)a

+
a

+2 T(1 - T)(a
+
ν+ν

+
a)

- (2T - 1)ν
+
ν (7)

在这里 ,仅考虑 T =1 /2, 即两臂平衡时的情况 ,则

式 (7)变成:

b
+
1 b1 - b

+
2 b2 =a

+
ν+ν

+
a (8)

将上式代入方程 (6),得

S1- 2(Ψ)=〈a
+
νν

+
a〉 =〈a

+
a〉 =〈n〉 (9)

　　由上式可得出 ,当且仅当分束器的透射率为

50%时 ,两臂光相减的噪声功率等于输入光场的平

均光子数。而对于相干光而言 ,其光子数的起伏等

于其平均光子数
[ 13]
, 即:相应的散粒噪声基准

(SNL)。

由上面的推导可以得出 , 由 “暗 ”通道引入的真

空噪声不会对入射场的强度噪声起伏造成任何影

响 ,而且还可以确定散粒噪声基准(SNL)。从式(5)

还可以看出输出场强和的噪声与分束器的透射率 T

无关 ,因此我们可以将这种方法推广到更一般的情

况 ,用多个分束器将入射光场分成多束分别进行探

测如图 2所示 ,以满足更高功率孪生光束的探测需

要 。

图 2　推广的分束探测原理图

F ig. 2　Gene ra lized schem e of beam splitting de tection

设入射光场 a被分为 n束 ,则将这 n束光场的

光电流信号相加后总的噪声起伏可以由下式表示:

S
∑
n

m =1

m
(Ψ)= 〈δ

2

∑
n

m =1

b
+
m bm 〉

= 〈 ∑
n

m=1
b
+
m bm

2

〉- 〈∑
n

m=1
b
+
m bm 〉

2

(10)

n束光场相加时其结果与分束器的透射率无关 ,同

样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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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m =1

b
+
m bm =a

+
a +ν

+
ν (11)

因此将式 (11)代入式 (10)可到与式 (5)相同的结

果:

S
∑
n

m =1

m
(Ψ) =〈δ

2
(a

+
a)〉 =〈(Δn)

2
〉 (12)

显然 ,上式表明将入射光场分成多束进行测量仍然

不会对强度噪声测量结果造成任何影响。

2　实验装置及实验结果
对于上述提出的高功率孪生光束的测量方案 ,

我们在实验中进行了进一步的验证 。实验装置如图

3。

图 3　实验装置图

F ig. 3　Experim enta l setup

实验中所用的激光器是自制的连续波运转内腔

倍频 Nd:YAP环形激光器 ,输出的基频与二次谐波

波长分别为 1080 nm和 540 nm ,二次谐波经过光隔

离器后用于泵浦非简并光学参量振荡器 (NOPO)产

生强度量子关联孪生光束 A和 B。该 NOPO由一块

α切割的 KTP晶体和一个 R =20 mm的凹面镜组成

半整体腔 OPO。 KTP晶体一面镀 0. 54μm /1. 08μm

双高透膜 ,另一面则对于两波长均镀高反射膜 ,用作

OPO腔的一个腔镜 ,其中对于 1. 08 μm的下转换光

透射率低于 0. 005%。凹面镜为输出镜 ,对泵浦光

高透 ,红外透射率为 3%,实验测得 OPO的输出耦合

效率大于 80%。采用边带锁腔技术 (Pound-Drever-

H a ll technique), 20 M的调制信号直接加在 KTP晶

体上 , 利用高灵敏红外光探测器直接探测透过

NOPO高反射端泄露的下转换光 ,经过混频滤波送

往反馈回路 , 以达到动态稳定谐振腔的目的 。该

NOPO阈值为 120 mW ,下转换光功率 40 mW。

输出的下转换红外光和泵浦绿光在一绿光增透

红外高反的二色镜 M 上分开 。孪生光束是由一对

频率非简并 , 偏振垂直的光束组成 , 用偏振棱镜

PBS1将其分开为光束 A和光束 B。由于被探测光

功率过高 ,必需对两光束分别采用前面提出的分束

探测方案 ,用波片棱镜组成的 50∶50分束器平均分

成两束 ,分别进行探测 ,最后将两臂光的噪声相减 ,

并输入到谱仪中进行观测 。

图 4　实验结果

F ig. 4　Expe rim ental resu lts

图 4是采用上述装置在频率 3MH z ～ 18MH z范

围内从谱仪中观测到的实验结果。其中谱线 a是单

臂光的噪声功率谱 ,在实验中它是四个探测器输出

光电流相加后的结果;谱线 b和谱线 c是 PBS1前面

的半波片处于不同方位时将臂 A的两探测器输出光

电流之和 (PA1 +PA2)与臂 B的两探测器输出光电

流之和 (PB1 +PB2)相减后的结果 ,谱线 b是 PBS1

前面的半波片旋转 22. 5°观察到的结果 ,对应于孪生

光束的两臂互相混合 ,然后平均分成两束后相减的

结果 ,此时不存在任何量子关联 ,给出了相应的散粒

噪声基准 (SNL)。事实上 ,可以不考虑波片的角度

(任意角度 ),分别将 (PA1-PA2)和 (PB 1-PB2)的输

出结果相加 (或相减 ),在谱仪上所观察到结果与谱

线 b是基本重合的 ,都代表了散粒噪声基准 ,这进一

步证实了前面所推导的结果;谱线 c则是该半波片

在 0°位置 ,即孪生光束被正常分开后所得到的两臂

光强度噪声差的结果 ,它与散粒噪声基准 (曲线 b )

的差值表征了强度差压缩度即强度量子关联 。谱线

d是相应的电子学噪声 ,即无输出光时探测器的输

出结果 。从上图可以看出 ,单臂光的噪声在 3 MH z

～ 8 MH z频率范围内比相应的散粒噪声基准高出 10

dB左右 ,强度差压缩度最高可达 6 dB。电子学噪声

比相应的散粒噪声基准低出近 20 dB ,所以此处不考

虑电子学噪声对实验结果的影响 。考虑到探测效

率 ,测量结果与该 OPO可达到的量子关联完全吻

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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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实验结果表明 ,前面所提出的分束探测方

案是行之有效的 ,它不会对孪生光束的非经典特性

造成任何影响。

3　结论
本文讨论了利用分束器对高功率孪生光束的探

测 ,理论上证明了这种方案不会引入任何额外噪声 ,

也不会影响孪生光束的强度量子关联 ,并在实验上

对上述方案作了进一步验证。这种探测方案简单易

行 ,解决了运行于阈值以上的 OPO所产生高功率孪

生光束不容易探测的问题 ,为其进一步的应用奠定

了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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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eneration and theM easurem ent ofH igh Power Twin Beam s

ZOU H ong-xin, 　ZHA I Shu-q in, 　YANG Rong-guo, 　GAO Jiang-rui

(S tate Key Laboratory of Quan tum Optics and Quan tum Optics Devices, Institute of Opto-E lectronics, Shanxi

University, Ta iyuan 030006, Ch ina)

Abstract:This paper d iscusses a m easurem ent schem e of h igh powe r tw in beam s gene ra ted by a non-degenerated

optical param etric oscilla tor opera ting above th reshold. The beam splitte r can be used in the m easurem en t schem e

for high pow er tw in beam sw ithout disturbing quantum corre lation. A n expe rim enta l dem onstra tion is a lso given in

th is paper.

Key words:op tical param etric oscillator (OPO);　high pow er tw in beam s;　shot noise lim it (S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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