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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了四光束的三维光学晶格势场 ,在铯原子磁光阱和光学粘团的基础上实现了红失谐三维光学晶格中冷原

子的装载.借助于短程飞行时间吸收谱测量冷原子温度 , 通过改变光学晶格的总光强和频率失谐等条件 , 对光学晶

格中铯原子的亚多普勒冷却以及光学晶格中冷原子的寿命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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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 言

光学晶格是指冷原子被俘获在周期性光学势阱

中所形成的物理系统.1968 年前苏联的 Letokhov
[ 1]

提出了利用偶极力将原子限制在驻波光场所形成的

周期势阱中的设想 , 这是最早的光学晶格(optical

lattice)的物理思想.1992年法国和美国的研究组分

别采用相向传播 、偏振相互垂直的一对近共振激光

束在空间形成左旋圆偏振到线偏振再到右旋圆偏振

的偏振周期 ,使原子基态的Zeeman子能级产生与空

间位置相关的光频移 ,利用预冷却的原子在实验中

首次实现了一维光学晶格
[ 2 , 3]
.之后 ,二维光学晶

格
[ 4 ,5]
和三维光学晶格

[ 6, 7]
也很快在实验中被实现.

由于光学晶格的势阱深度很浅(一般在 mK 左右或

以下),实验中必须先通过激光预冷却过程获得温度

很低的冷原子样品 ,方可实现冷原子在光学晶格中

的装载.文献[ 2—7]就是在磁光阱制备冷原子的基

础上 ,通过光学晶格周期势场中的 Sisyphus冷却机

理
[ 8]
将冷原子温度进一步降低 ,从而将其俘获在光

学晶格中.

根据形成光学晶格周期势场的激光与原子跃迁

线间失谐量的性质 ,可将光学晶格分为红失谐光学

晶格和蓝失谐光学晶格两类
[ 9—11]

.红失谐光学晶格

中 ,处于基态的原子被俘获在光强最强处或光频移

最大处.而在蓝失谐光学晶格中 ,原子则被俘获在光

强最弱处或光频移最小处.还可根据形成光学晶格

周期势场的激光与原子跃迁线间失谐量的大小 ,将

光学晶格分为大失谐光学晶格和近共振光学晶

格
[ 9—11]

.在大失谐光学晶格中原子对光场的散射率

极低 ,不存在冷却机理 ,主要是光强的空间梯度导致

的偶极势起约束作用.在冷原子的大失谐光学晶格

系统中 ,与存在晶格缺陷的周期性晶格势场中的电

子系统相比 ,完美的光学晶格周期势场中的冷原子

系统中的热噪声和晶格缺陷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先

后在实验中清晰地观测到了类似于凝聚态物理中的

Bloch振荡
[ 12]
和Wannier-Stark 阶梯

[ 13]
等重要现象.

特别是在 2002年Greiner等人
[ 14]
在大失谐的光学晶

格中采用铷原子玻色-爱因斯坦凝聚体实现了从超

流态到Mott绝缘态的量子相变.而近共振光学晶格

中原子对光场的散射率与大失谐情形相比仍较高

(但与共振情形相比散射率则很低),存在着 Sisyphus

冷却机理
[ 8]
,可使冷原子的温度显著降低.其中光强

不存在空间梯度 ,但左旋圆偏振到线偏振再到右旋

圆偏振的偏振周期导致原子基态的 Zeeman 子能级

的光频移势起到约束作用.文献[ 2—7] 的光学晶格

都属于近共振的红失谐光学晶格.

冷原子光学晶格目前已成为冷原子操控中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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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重要课题 ,特别是近年来随着量子信息处理领域

的发展 ,冷原子光学晶格在量子纠缠
[ 15 , 16]

、量子计

算
[ 17—19]

、量子寄存
[ 20]
等方面的前景受到了人们的极

大关注.本文主要对近共振三维光学晶格中铯原子

的装载与冷却问题进行研究 ,描述了三维光学晶格

势场的建立 ,在铯原子磁光阱和光学粘团的基础上

实现了红失谐光学晶格中铯原子的装载 ,进一步通

过改变光学晶格的总光强和频率失谐等条件 ,对光

学晶格中铯原子的亚多普勒冷却的参数依赖关系以

及光学晶格中铯原子的寿命作了实验研究.

2.实验方案及实验系统

　　相向传播的激光束干涉所形成的驻波场中 ,存

在着光强的空间梯度 ,光学晶格周期势阱即可通过

相向传播的激光束形成驻波场来构建
[ 9—11]

.当相向

传播的激光束的偏振为线偏振且相互垂直时 ,并不

发生干涉 ,也就不能形成驻波场 ,空间中光强处处相

同 ,即不存在光强的空间梯度 ,但会形成空间中左旋

圆偏振到线偏振再到右旋圆偏振的偏振周期 ,导致

原子基态的 Zeeman子能级的光频移势在空间呈周

期分布 ,也可形成光学晶格
[ 9—11]

.二维光学晶格需要

四束激光两两相向传播 ,三维光学晶格需要三对六

束激光相向传播.要使得光学晶格的周期势阱稳定 ,

需要锁定形成光学晶格的各光束之间的相对位

相
[ 14]
,在实验上比较复杂.而根据文献[ 5 ,6] 中的方

案:N(N=2 ,3)维光学晶格可以采用 N +1束激光

束来构建(对于二维光学晶格 ,可采用三束激光来构

建 ,三维光学晶格则可采用四束激光来构建),这种

光学晶格构建方式 ,使各激光束间的相对相位变化

仅仅造成光学晶格周期势场的平移 ,从而可避免光

学晶格势阱深度的改变.

本文实验中利用红失谐激光采用四束激光束的

三维光学晶格方案(典型的负失谐量范围为 100—

200MHz),对近共振的红失谐三维光学晶格中铯原

子的装载 、冷却及寿命进行了实验研究.四束激光束

的三维光学晶格示意图如图 1所示 , k j(j=1 , 2 , 3 ,

4)分别为四束激光束的波矢 , E j 为相应的电场强度

矢量.k1 和 k2 在 yz 平面内 ,二者夹角为 θ,二者偏

振相同均垂直于 yz 平面;k3 和 k4 在 xz 平面内 ,二

者夹角同样为 θ,二者偏振相同均垂直于 xz 平面.

x , y , z 方向的光学晶格势场的周期分别为 Λx =Λy

=λ sin(θ 2), Λz =λ [ 2cos(θ 2)] .考虑到实验系统

结构上的特点和制约因素 ,本文选取了 θ=62°,其

周期分别为 Λx ≈Λy ≈1.65μm , Λz =0.62μm.铯原

子磁光阱制备的冷原子样品经过光学粘团冷却后 ,

在上述近共振的红失谐三维光学晶格中通过

Sisyphus冷却机理进一步冷却后 ,基态原子即可被俘

获在三维光学晶格中.文献[ 3]最早报道了近共振的

一维红失谐光学晶格中冷原子的光外差荧光谱 ,其

中存在中央峰和边带 ,而边带正是由于冷原子被俘

获在尺度在光波长量级的光学晶格周期性势场中其

不同振动态间的拉曼散射所造成的.文献[ 7]报道了

被俘获在近共振的三维红失谐光学晶格中的冷原子

的光外差荧光谱 ,同样存在中央峰和边带.

图 1　四光束的三维光学晶格示意图

在简并二能级原子(J g =1 2-J e =3 2)模型中 ,

πx-πy 结构的一维近共振红失谐光学晶格中 Sisyphus

冷却的理论模型给出的冷原子的稳态温度表达

式为
[ 8]

T =
 Ψ

2

8k B|Δ|
, (1)

式中 Ψ=Γ
I

2Isat
为光场的 Rabi频率 , I 为光场的

总光强 , Isat为原子的饱和光强 , Γ=2π·γ为原子激

发态的自发辐射衰减率(γ为原子激发态的自然线

宽), Δ=2π·δ为光场相对于原子的角频率失谐量

(δ为频率失谐量),  =
h
2π
为 Planck 常数 , k B 为

Boltzmann常数.从上式可以看出 , πx-πy 结构的一维

近共振红失谐光学晶格中冷原子的稳态温度T 正比

于总光强 I ,反比于光场负失谐量 δ
[ 8]
.但在实际的

多能级原子情形下 ,近共振红失谐光学晶格中由于

多能级的影响 ,由一维向二维和三维情形拓展时 ,上

述表达式的结论仅仅是定性符合
[ 5 , 6 , 21 , 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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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中上述三维光学晶格中的四束激光束由一

台 852 nm 光栅外腔反馈半体激光器(Toptica DL-

100)提供 ,典型激光线宽约 1MHz.激光频率经饱和

吸收光谱技术锁定在铯原子 6S1 2 Fg =4※6P3 2F e=5

超精细跃迁线上 ,激光相对于原子 F g =4※Fe =5

超精细跃迁的负失谐量可由往返双次通过中心频率

为85 MHz 的声光频移器系统来调整 ,可在 120—

220MHz范围内调节 ,但基本上不影响后续光路.使

用单模保偏光纤对光束进行空间滤波和准直后 ,光

束直径约为 1.2mm ,然后将其分为强度相等的四束

光 ,分别经过 1 2波片和偏振棱镜变换为合适的线

偏振光 ,按照图 1所示的结构导入真空系统中.由于

光学晶格光斑较小 ,而实验要求光学晶格的四束激

光束的交汇区与磁光阱和光学粘团的中心尽量重

合 ,因此实验上必须仔细调节这部分光路.当一束共

振光通过磁光阱中稳态的冷原子云时 ,可以破坏原

有的辐射压力平衡 ,交汇区的冷原子在这个额外光

束的辐射压力作用下会逃逸 ,通过 CCD摄像机和监

视器可以观察到在冷原子云中出现的穿孔 ,借助光

学晶格光束在磁光阱中稳态冷原子云上形成的穿孔

位置可调整四束激光束使其交汇于一点 ,同时还要

兼顾各激光束的方位.

典型的光学晶格装载过程如下:

1)在铯原子磁光阱中制备冷原子:铯原子磁光

阱的典型参数如下:真空度约 8×10
-8

Pa ,六束冷却

光总功率 15mW ,失谐量为-15MHz ,反抽运光总功

率为5mW ,冷却光和反抽运光的光束直径均约为12

mm ,反向亥姆霍兹线圈对的轴向磁场梯度为 1mT 

cm ,装载 30 s后 ,采用短程飞行时间吸收谱方法测

得磁光阱中冷原子的等效温度约为 70μK
[ 23 , 24]

,稳态

原子数约为1×10
7
个
[ 25]
.

2)经光学粘团过程进一步冷却原子:通过时序

控制系统快速关断磁光阱的梯度磁场(关断时间约

为 450μs),同时 ,通过声光调制器将冷却光的总功

率降低至原来的 30%左右 , 负失谐量加大到

50MHz ,维持时间约为 20 ms ,将冷原子经光学粘团

进一步冷却到典型温度约为 20μK.

3)光学晶格中冷原子的装载:通过时序控制系

统控制声光频移系统开启光学晶格光场 ,关断冷却

光(保留反抽运光),实现光学晶格中冷原子的进一

步冷却与装载.

4)光学晶格中冷原子温度的测量:维持光学晶

格势场约40ms ,然后迅速关断光学晶格光场 、反抽

运光 ,借助于冷原子下方距离 h=8mm 处的共振激

光束记录冷原子的短程飞行时间吸收谱
[ 23 , 24]

来测量

光学晶格中冷原子的温度.

图 2为光学晶格中冷原子的典型短程飞行时间

吸收谱信号 ,拟合得出冷原子温度为 10.4μK.这一

温度比其他文献报道的结果略高 ,可能的原因是地

磁场及杂散磁场的补偿情况不是很理想 ,使光学晶

格中的Sisyphus冷却机理未能达到最优化.

图 2　光学晶格中冷原子的短程飞行时间吸收谱(载入光学晶格

中的冷原子经 Sisyphus冷却后典型温度为 10.4μK)

3.实验结果及讨论

　　当固定光学晶格激光相对于铯原子 6S1 2 Fg =4

※6P3 2 Fe =5超精细跃迁线的负失谐量 δ,改变光学

晶格的总光强 I 时 ,或者固定光学晶格的总光强 I ,

改变光学晶格激光的负失谐量时 ,所形成的光学晶

格周期性势阱的阱深也会随之发生变化.考虑铯原

子基态6S1 2 Fg =4的 Zeeman子能级 ,在光学晶格中

偏振为纯 σ
+
圆偏振处 ,被俘获的冷原子被抽运到

mF =+4的Zeeman子能级 ,同样在偏振为纯 σ
-
圆

偏振处 ,被俘获的冷原子则被抽运到 mF =-4 的

Zeeman子能级.此时 , 对于铯原子 mF =±4 的

Zeeman子能级的光学晶格的阱深 U 可由非绝热

势
[ 9]
计算得出:

U =
 Δ
2 · ln 1+

44
45
·
Ψ

2

4Δ
2 , (2)

式中 Ψ=Γ
I

2I sat
为光场的 Rabi频率.由(2)式可看

出光学晶格的阱深对光强和负失谐量的依赖关系 ,

光强减弱或负失谐量加大都会使阱深变浅.由(1),

622910 期 邱　英等:三维光学晶格中铯原子的装载与冷却



(2)式对比可知 ,光学晶格中冷原子在 Sisyphus冷却

机理下被进一步冷却 ,最终的平衡温度 T 与光学晶

格阱深 U 之间近似呈线性关系
[ 6 ,7 , 21]

.显然 , 由于

Sisyphus冷却机理伴随着原子对光子的吸收和自发

辐射过程 ,因而最终能够达到的温度必然高于铯原

子的光子反冲极限温度 TR=0.2μK.

实验中 ,在固定光学晶格激光相对于铯原子

6S1 2F g=4※6P3 2 Fe =5超精细跃迁线的负失谐量 δ

=180MHz ,改变光学晶格的总光强 I 时 ,测得的光

学晶格中冷原子的温度如图 3 所示.在负失谐量 δ

固定的情况下 ,光强较大时 ,图 3 显示温度 T 同光

强 I 基本呈线性关系 ,与(1)式定性符合.I≈17.5I sat

时温度达到最低值 T≈10.4μK.随着光强进一步减

弱 ,温度反而会升高.铯原子激发态 6P3 2存在 Fe =

2 ,3 ,4 ,5四个相邻的超精细能级 ,且 Fe =4和 Fe =5

之间的超精细分裂为 251MHz ,而在我们的铯原子

近共振光学晶格中 ,激光频率相对于 6S1 2 Fg =4※

6P3 2 F e =5 超精细跃迁的负失谐量 δ在 120—

220MHz的范围 ,因此激发态的 Fe =4和 Fe =5两个

超精细能级必然会同时起作用 ,冷原子最终的温度

是Sisyphus冷却和原子对光场的散射所导致的加热

两种过程平衡的结果.在固定光场的负失谐量 δ≈

180MHz时逐步将光强由强减弱 , 光学晶格中的

Sisyphus冷却机理起主要作用 ,而原子对光场的散射

所导致的加热越来越弱 ,因而原子的温度逐渐降低.

Sisyphus冷却机理必须借助于被原子散射的光子有

效地带走原子的部分能量 ,过弱的光强可能会使得

Sisyphus冷却的效果减弱 ,而此时原子对光场的散射

所导致的加热可能起主要作用 ,因而图 3中会出现

原子温度升高的转折点.

在固定光学晶格四束激光束的总光强 I ≈

21I sat ,改变光学晶格激光相对于铯原子 6S1 2 Fg =4

※6P3 2 Fe =5超精细跃迁线的负失谐量 δ时 ,测得

的光学晶格中冷原子的温度如图 4所示.在一定范

围内 ,随着负失谐量 δ的加大 ,冷原子温度 T 近线

性降低 ,结果也与(1)式定性符合.在负失谐量 δ≈

200MHz时 ,温度到达最低点 T ≈10.9μK.继续加大

负失谐量时 ,温度呈上升趋势.在固定光强时改变光

场的负失谐量 ,随着负失谐量的加大 ,光学晶格光场

的频率逐步接近 6S1 2 Fg =4※6P3 2 F e =4 超精细跃

迁线 ,原子对光场的散射率会明显增大 ,所导致的加

热效果超过了 Sisyphus 冷却效果从而占主导地位 ,

因而图 4中会出现原子温度升高的转折点.这一转

图 3　光学晶格的失谐量为δ=-180MHz时冷原子温度随总光

强的变化

折点出现在负失谐量 δ≈200MHz处 ,与文献[ 21]的

实验结果基本相符.

图 4　光学晶格的总光强为 I I sat≈21时 ,冷原子温度随负失谐

量的变化

很明显 ,图 3和图 4 中温度变化的转折点处的

最低温度仍远高于铯原子的光子反冲极限温度.以

上对实验结果的定性分析 ,与文献[ 22]研究原子激

发态存在相邻的超精细能级对 Sisyphus冷却平衡温

度的影响时所得到的结论基本一致.

此外 ,实验中还研究了光学晶格中冷原子的寿

命.处于光学晶格中的原子会被背景气室中高速原

子碰撞后从晶格中逃逸 ,而光学晶格直接从热运动

背景中冷却并俘获原子的概率非常小 ,其中的原子

数在不断碰撞过程中得不到补充 ,将随时间而衰减.

图 5(a)是冷原子载入光学晶格中持续不同时间后

对应的飞行时间吸收谱 ,飞行时间吸收谱信号的幅

度近似正比于光学晶格中冷原子的数目 ,信号随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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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冷原子在近共振三维光学晶格中的寿命　(a)冷原子载入光学晶格中后持续不同时间 ΔT后对应的飞行时间吸收谱;(b)由指数拟合

得到的冷原子在光学晶格中的寿命(约为 86 ms)

续时间加长明显减小.由指数拟合可得到冷原子在

光学晶格中的寿命 ,如图 5(b)所示 ,典型寿命约为

86ms.冷原子的寿命此时主要受真空系统中背景原

子分子的热碰撞制约 ,但对于许多的实验研究而言

已基本可以满足要求.

4.结 论

在建立铯原子三维近共振光学晶格实验系统的

基础上 ,对于冷原子在光学晶格中的装载 、冷却和寿

命进行了实验研究.在一定的光强和负失谐量参数

范围内 ,近共振光学晶格中的 Sisyphus冷却效率很

高 ,可显著降低冷原子的温度 ,并使冷原子被俘获在

空间中左旋圆偏振到线偏振再到右旋圆偏振的光场

偏振周期所导致的原子基态 Zeeman子能级的光频

移势阱中.原子激发态存在多个相邻的超精细能级 ,

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近共振红失谐光学晶格中的

Sisyphus冷却.需要指出的是 ,虽然近期大量研究集

中于大失谐光学晶格中的量子简并气体系统(玻色

凝聚和费米量子简并)中可能出现的量子相变(这方

面的工作对于揭示超导和超流等现象的本质有重要

意义),但对于近共振光学晶格的研究 ,比如近期实

现的双光学晶格
[ 26]
可能会在实现量子纠缠和量子

计算方面获得重要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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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four-beam 3D near-resonant optical lattice system is implemented and cold atoms are loaded into the optical lattice based

on cesiummagneto-optical trap and optical molasses.The dependence of the final temperature due to the Sisyphus cooling on the

intensity and the frequency detuning of optical lattice are experiemently investigated , and the lifetime of the cold atoms in optical

lattice are measured via the short-distance time-of-flight absorption spec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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