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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態偏振自泵激相位共軛效應及具高『常態偏振/非常態偏振』比的光折變自泵激相位共軛器
(Ordinary Polarized Phase Conjugator by Photogalvanic Effect and Photorefractive Phase Conjugator with High o/e Ratio)
      	   
	相關論文		★ 雙頻雷射共光程外差干涉橢圓儀	★ 鈦酸鋇晶體應用於光訊號連結及自/互泵激相位共軛之研究
	★ 微循環顯微影像之擷取與分析	★ 光在各向同性與各向異性介質界面上反射之情形
	★ 液晶投影顯示器中照明系統的照度量測與分析	★ 即時微循環顯微取像裝置的設計
	★ 發光二極體光強度分佈之量測及利用類神經網路之分析	★ 單光束架構下以鈮酸鋰晶體修正受擾動破壞的影像
	★ 高效率液晶繞射光學元件	★ 雷射都卜勒測速系統之研究
	★ 光在各向異性介質與各向同性介質界面上的反射和透射現象之討論	★ 亂相編碼之體積全像相位鑰匙的重製
	★ 利用類神經網路從CCD照相機之照片去獲得發光二極體二維光強度分佈	★ 鈮酸鋰晶體之光扇效應與應用
	★ 鈮酸鋰晶體之單光束彩色全像術	★ 純相位繞射光學元件的設計並以液晶空間光調制器實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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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長久以來，光折變自泵激相位共軛器一直都只能提供非常態偏振自泵激相位共軛光之輸出，無法產生常態偏振自泵激相位共軛光。此外，在傳統的貓式自泵激相位共軛器中，當入射光之偏振態不為純的非常態偏振光時，自泵激相位共軛器之相位共軛光輸出效率，會隨著常態偏振光份量的增加而降低。若入射光束中所含的常態偏振光光強份量等於或大於非常態偏振光光強份量時，則由我們的實驗結果顯示，該相位共軛器便不會輸出相位共軛光。本論文的研究目的，便是希望在這兩大問題上能有所突破。


本論文之研究方法分為兩個部份，首先我們利用圓偏振光伏效應使常態偏振與非常態偏振光在鈦酸鋇晶體中產生藕合，並透過四波混合的機制同時產生常態偏振與非常態偏振自泵激相位共軛光。


另外，我們對同一顆鈦酸鋇晶體同時輸入兩束入射光，一束為非常態偏振入射光，另一束為同時含有常態偏振光和非常態偏振光。當前者以貓式機制產生非常態偏振自泵激相位共軛光時，後者亦產生非常態偏振相位共軛光。在前者之光?維持不變的條件下，若我們增加後者之常態偏振光份量，則我們發現後者所產生的相位共軛光對此增量極不敏感。


我們的研究成果有：


(1). 提出一可同時產生常態偏振與非常態偏振相位共軛光的鈦酸鋇自泵激相位共軛器，這是到目前為止，唯一已知可產生常態偏振相位共軛光的自泵激相位共軛器。


(2). 提出一具有高(常態偏振/非常態偏振)光?比特性的鈦酸鋇自泵激相位共軛器，該共軛器在光強比高達1000的情況下，仍有非常態自泵激相位共軛光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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