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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多准位相匹配的一维非周期和无周期

光学超晶格的设计方法———自调整方法

路! 明! ! 陈险峰"

（上海交通大学物理系! 局域光纤通信网与新型光通信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 上海! #$$#%$）

摘! 要! ! 文章作者提出了一种实现多准位相匹配的一维光学超晶格的新的设计方法———自调整方法，详细介绍了

用自调整方法设计非周期光学超晶格和无周期光学超晶格的流程，并对结果进行了分析& 数值模拟结果表明，自调整

方法是一种高效灵活的专用于设计一维光学超晶格的优化算法，与其他优化算法相比，自调整方法能在更短的时间

内搜索出更理想的优化结果& 此外，自调整方法的优化结果不依赖于参数的设置和初始化条件，运行方便&
关键词! ! 光学，自调整方法，综述，多准位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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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联系人& 0@3+9：I:GA6,S 8=?>& 6<>& G,

’! 引言

非线性光学是现代光学的一个重要领域，是研

究在强光作用下物质的响应与场强呈现的非线性关

系的一门学科& ’PM’ 年，5C3,T6, 等人利用红宝石激

光器获得的相干强光（! U MP%& V,@）透过石英晶体

时，产生了 ! U V%N& #,@ 的二次谐波，即倍频效应，

从而开创了二阶非线性光学及材料的新领域& 很多

晶体都具有足够大的二阶非线性系数，以实现频率

转换或其他非线性过程& 然而，由于基波与谐波在晶

体中的传播速度不一致，导致位相失配，从而大大限

制了转换效率&
’PM# 年，7C@8?CB,- 在一篇关于非线性频率转换

的论文［’］中指出，非线性频率变换效应的增强可以

通过周期性改变晶体的自发极化符号达到& 这样的

晶体被称为光学超晶格（ BE?+G39 8>E6C93??+G6）& 这一

相速度匹配的方法被称为准位相匹配（F>38+ ; EA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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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这一原理，对非线性介质二阶

极化率 -（.）的周期性调制可以补偿光在频率转换过

程中作用光波因为材料的色散引起的位相差，使谐

波显 著 增 强, 相 比 较 传 统 的 双 折 射 位 相 匹 配 技

术［.—/］，准位相匹配技术有着明显的优势：能利用晶

体的最大非线性系数，从而实现高效率转换；可以人

为地控制光栅周期，满足在晶体的透明波段内任意

波长间的位相失配；不存在走离效应,
但是，由于当时无法制备准相位匹配介质，致使

准相位匹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仅停留在理论阶

段，并没有得到实际应用, 0112 年，室温高压电场极

化技术应用于实现铌酸锂、钽酸锂等铁电晶体的畴

反转［3］, 此后，)*+ 技术得到广泛应用和发展［4—04］,
现在，)*+ 技术已从最初的倍频，发展到了和频、差

频、光学参量转换、光学滤波器、光脉冲整形、空间光

孤子、以及光通信中的全光开关、全光波长变换等多

种光学应用领域,
随着非线性光学及光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人

们不再满足于在一块晶体上实现单一的准位相匹配

过程，多准位相匹配（!56#&768 )*+）的概念被提出，

即在一块晶体上设计出特定的畴反转结构，以同时

满足多个准位相匹配过程, 基于固体物理的知识，周

期性畴反转的晶体结构能提供一个倒格矢 !（ 98$&7:
9;$"6 <8$#;9），以满足一个准位相匹配过程, 以倍频

为例，设基频光的波矢为 "!，倍频光的波矢为 ".!，

由于色散的存在，一般有：".! = ."!，从而引起位相

失配, 当晶体的结构提供了适当的倒格矢 !，使得

".! > ."! ?! 成立，位相匹配, 若适当打乱周期性的

畴反转结构，使光学超晶格能够提供多个倒格矢，便

能同时满足多个准位相匹配过程, 由此可以在一块

光学超晶格上实现多波长二倍频（!56#&768 @AB）、

三倍频（CAB）、四倍频（DAB）或其他频率转换过

程, 最早提出的多准位相匹配光学超晶格是准周期

结构的光学超晶格（E5"F& G 789&;H&$ ;7#&$"6 F57896"#:
#&$8，)I@）, 011J 年，南京大学固体微结构物理国家

重点实验室在钽酸锂晶体上构建出基于 D&K;’"$$&
数列的准周期结构，同时实现了多个波长的二倍

频［0J］, 同年，在一块准周期结构的钽酸锂晶体上实

现了三倍频［0L］, 此后，非周期结构的光学超晶格（":
789&;H&$ ;7#&$"6 F57896"##&$8，MI@）被 提 出［01］, 构 造

MI@ 通常有两种思路：一是将晶体沿通光方向划分

成若干个相同长度的畴，畴长一般在微米量级，然后

通过优化算法，确定每一个畴的极化方向［01—2N］；另

一种是对周期性结构外加一个函数进行调制［20—21］,

MI@ 突破了 )I@ 对于周期性的限制，可以灵活高效

地提供多个倒格矢，同时实现多个准位相匹配过程,
.NNN 年，无周期结构的光学超晶格（’;’789&;H&$ ;7:
#&$"6 F57#896"##&$8，OI@）被提出［/N］，相比于 MI@，OI@
是一种近似“完全自由”的畴结构，畴的长度可以在

工艺达到的范围内取任意值, 设计更灵活，转换效率

更高,
在设计 MI@ 和 OI@ 的过程中，需要使用优化

算法, 一般的优化算法，如遗传算法、退火算法、粒子

群算法等，可以设计出较理想的一维多准位相匹配

光学超晶格, 然而，随着对光学超晶格的功能及精度

的要求不断提高，此类算法暴露出一定的缺陷，如运

算量过大，运算时间过长，容易陷入局部最优值，结

果与初始条件有关等等, 本文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算

法———自调整方法，能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 本文第

二部分介绍了用自调整方法设计一维非周期和无周

期光学超晶格的过程以及优化结果，并进行了分析,
第三部分将自调整方法和其他优化算法进行了比

较，并对全文进行了总结,

.P 算法介绍与应用

!, "# 非周期光学超晶格（MI@）的设计

首先介绍一维非周期光学超晶格（MI@）的设

计［/0］, 以基于 Q&OKI2 的光学超晶格为例，设计目标

是实现四波长的二倍频，要求转换效率彼此相等且

尽可 能 高, 选 定 的 / 个 基 波 波 长 分 别 为 !0 >
0N4N’!，!. > 0NL.’!，!2 > 0.L2’!，!/ > 024/’!, 为

利用 Q&OKI2 的最大非线性系数 !22，晶体采用 " 切

割，总长度为 1, 1!! , 设光的传播方向为 " 轴，Q&O:
KI2 晶体的自发极化方向为 # 轴, 沿 " 轴将晶体均匀

分为 2NNN 个畴，单个畴长 "Q > 2, 2#!，每个畴的极

化方向沿 R 轴的正向或反向，如图 0 所示,
在小信号近似与慢变振幅近似下，二次谐波的

转换效率 " 为

" $
L$."!22"

. %#&
.

’$N!
.(.#(

.
#

0
& #

&

N
!（ "）)*"+,（!）"H-

.［/N］

，

其中 $N 为真空中的介电常数，!（ "）是描述畴反转结

构的函数，当 !（ "）> 0 时，表示极化方向沿 R 轴正

向；当 !（ "）> G 0 时，表示极化方向与 # 轴反向, ""S
（%）> ".# G ."# 为波矢失配量，".#（"!）分别为二次

谐波（ 基 波 ）的 波 矢, 定 义 有 效 非 线 性 系 数

!98TT［"+,（!）］$ 0
& #

&

N
H（.）)*"/,（!）.H. ，!98TT［"/,（!）］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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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一维非周期光学超晶格结构示意图# 基波和二次谐波均沿

! 轴传播，箭头代表各个畴的极化方向

用来描述二次谐波的转换效率# 由于晶体在通光方

向被均匀地划分成了 $ 个畴，所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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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波矢 失 配 量 为 !!#（!）$ !*" * *!" $
.*"·*"

/ *

*."·"
/ $ *"

/（.*" * .0）# 我 们 定 义 一 个 新 的 矢 量

"+（!） $ !
%!!#（!）

（&’!(#（!）!+-! * &’!(#（!）!）# 因 为 在

+,- 中每个畴长度相等，对应一个基波波长 !，".
（!）是一组 $ 个长度相等、方向不同的的矢量集合#

当 "（ !+）/ ! 时，对应的 ".（!）矢量方向不变；当 "
（ !+）/ 0 ! 时，对应的 ".（!）矢量反向# 有效非线性

折射率可表示为 "%&’’［!!#（!）］$ $
)*!

+ $ (
"（ !+）"+ #

在本例中，为使 1 个二次谐波的转换效率彼此

相 等且尽可能高，即要求在"（ !+ ）函数的调制下，

1 个 矢 量 和$
)*!

+ $ (
"（ !+）"+（!!），$

)*!

+ $ (
"（ !+）"+（!*），

$
)*!

+ $ (
"（ !+）"+（!2），$

)*!

+ $ (
"（ !+）"+（!1）在一组“ 最佳”

的角度｛#!，#*，#2，#1 ｝下达到最大值，且彼此相等，

见图 *# 通过优化算法搜索出这一“ 最佳”角度将是

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在自调整算法中，将 1 个矢量

和的角度定义为｛(，(，(，(｝，即让 1 个矢量和的方

向都指向实轴正向，此时每个 "+（!）的虚部彼此抵

消，总和接近为 (# 矢量 "+（!）可简化为标量：1+（!）

$ !
%!(#（!）

［345（’!(#（!）!+-!）*345（’!(#（!）!+）］# 数值模

拟证明，在畴的数量 $ 足够大的情况下，矢量和的

绝对长度与角度无关，即二次谐波的转换效率与矢

量和的角度无关#
" " 于是，1 个二次谐波的有效非线性系数可表示

成

"%&’’［!!#（!!）］$ $
)*!

+ $ (
"（ !+）"+（!!），

"%&’’［!!#（!*）］$ $
)*!

+ $ (
"（ !+）"+（!*），

"%&’’［!!#（!2）］$ $
)*!

+ $ (
"（ !+）"+（!2），

"%&’’［!!#（!1）］$ $
)*!

+ $ (
"（ !+）"+（!1）















 2

" " 在晶体还未极化时（晶体中各处的 "（ !+）/ !），

在一个畴内，即当 !%［ !+ - !，!+ ］时，1 个二次谐波的

有效非线性系数之和为 "%&’’（+）$$
1

’ $ !
"+（! ’）# 对于

每个畴，当对应的 "%&’’（+）&( 时，极化方向依然沿 3
轴正向，即 "（ !+）/ !；当 "%&’’（+）6 ( 时，极化方向需

要逆转，即 "（ !+ ）/ 0 !# 当基波通过这样结构的

+,-， "%&’’［!!#（!!）］、"%&’’［!!#（!*）］、

"%&’’［!!#（!2）］和 "%&’’［!!#（!1）］的 值 分 别 为 (#
!77，(# !89，(# *82 和 (# 2(9，如 图 2（ :）所 示#

$
1

’ $ !
"%&’’［!!#（! ’）］$ (2 ;12 ，为理论上的最大值#

为使 1 个有效非线性系数相等，需要一个自调

整过程# 引入权值数组（ 4!，4*，42，41），用 "#%&’’（+）$

$
1

’ $ !
4’·"+（! ’）代替 "%&’’（.），重新确定每个畴的极

化方向#（ 4!，4*，42，41）的初始值设为（!，!，!，!）# 第

一步后，（ 4!，4*，42，41）的值调整为

!
(2 !77，

!
(2 !89，

!
(2 *82，

!
(2( )2(9

，

然后进入第二步优化，得到 1 个峰值分别为 (# *<8，

(# *2*，(# !;7，(# *(7# 在每一步优化后，（ 4!，4*，42，41）

自动调整为

4!
"%&’’［!!#（!!）］

，
4*

"%&’’［!!#（!*）］
，

42
"%&’’［!!#（!2）］

，

41
"%&’’［!!#（!1











）］

，

然后 进 入 下 一 步# 9 步 优 化 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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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在 !（ "# ）函 数 的 调 制 下，四 组 矢 量 和$
#
!#（!#）、$

$
!#（!!）、

$
$
!#（!%）、$

#
!#（!&）在一组“最佳”的角度｛"#，"!，"%，"& ｝上达到最大

值，且彼此相等

!’())［!"$（!!）］、!’())［!"$（!%）］和 !’())［!"$（!&）］

的 值 均 为 *+ !!,，见 图 %（ - ）+ 代 价 是

$
&

% & #
!’())［!"$（! %）］的值略有减小，为 *+ ,#.+ 每一

步优化的 !’())［!"$（! %）］值见图 %（/）+

!+ !" 无周期光学超晶格（012）的设计

为了追求更高的转换效率，我们尝试用自调

整算法进行 012 的设计+ 沿用先前的例子，在相

同的 34051% 晶体上，构造 012 实现相同的目标+
此时，不必在晶体上划分长度相等的单元畴+ 为

描述 & 个二次谐波的有效非线性系数的加权和，

引入函数 !’’())（"）&$
&

%(#
)%·

-67（!"$（!%）·"）
*!"$（!%

[ ]
）

，权

值 )% 的初始值设为（#，#，#，#），绘出 !’’())（ "）( "
的曲线+ 将曲线划分为单调递增和单调递减的若

图 %" 自调整算法设计非周期光学超晶格的模拟计算结果" （8）第一步优化后的结果；（5）第二步优化后的结果；（ -）

第七步优化后，& 个基波对应的有效非线性系数均为 *+ !!,；（/）每一轮优化的结果

干区域+ 对于曲线单调上升的区域，令 !（ "）9 #，即

极化方向沿 + 轴向上；对于曲线单调下降的区域，令

!（ "）9 : #，即极化方向逆转+ 由于现有极化工艺的

限制，若出现宽度小于 *+ ;"< 的畴，则合并入两旁

的畴，见图 &+
由此 得 出 第 一 轮 计 算 的 & 个 !’())［!"$（! %）］

值+ 与设计 =12 的流程一样，每一步优化后，（ )#，)!，

)%，)&）的值自动调整为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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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 # 曲线& 将曲线划分为单调递增和单调递减的

不同区域& 对于曲线单调上升的区域，令 !（ #）’ (，即极化方向

沿 ) 轴向上；对于曲线单调下降的区域，令 !（ #）’ * (，即极化方

向向下& 畴宽小于 +& ,!- 的畴合并入两旁的畴

然后 进 行 下 一 轮 循 环 运 算& 三 步 优 化 后，! 个

!#$%%［"!%（! &）］值均调整为 ’( )*+，见图 ,( 此值高于

-./ 的 数 值，更 高 于 用 遗 传 退 火 算 法 得 出 的 数

值［!+］& 这是因为 ./0 在设计上更灵活，能更有效地

利用晶体的非线性系数& 用自调整方法设计 1/0 和

./0 的流程图见图 2&

图," 自调整算法设计无周期光学超晶格的模拟计算结果（在三

步优化后，! 个基波对应的有效非线性系数均为 +& 345）

5" 总结与比较

从计算的结果与过程分析，和普通算法相比

（如遗传算法、退火算法等），自调整方法在设计多

准位相匹配一维光学超晶格方面有着明显的优点&
首先，自调整算法基于非线性频率转换的物理

本质，而普通算法只考虑抽象的数学模型，不考虑具

体的物理过程，所以在设计多准位相匹配光学超晶

格时需要很大的计算量和很长的计算时间& 自调整

算法可以避免盲目搜索，运算速度快& 此外，除了多

波长二倍频，自调整算法同样能设计应用于三倍频、

图 2" 自调整算法流程图

差频、四波混频等多准位相匹配的光学超晶格&
其次，自调整算法引入了反馈过程，能有效地避

免计算 结 果 陷 入 局 部 最 优 值，无 论 是 1/0 还 是

./0，转换效率都能得到提高&
第三，自调整算法的结果与参数和初始化条件

无关，应用方便&
总之，我们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算法———自调整

方法，用于设计多准位相匹配一维光学超晶格& 无论

是设计非周期光学超晶格（1/0），还是无周期光学

超晶格（./0），自调整方法都体现出独特的优势，是

一种高效、灵活的算法，在非线性频率转换领域有着

很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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