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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JJF1071 《国家计量校准规范编写规则》、JJF1001 《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

JJF1059.1 《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共同构成本校准规范制定的基础性系列规范。
本规范为首次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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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短光脉冲自相关仪校准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自相关宽度在10fs~100ps范围内超短光脉冲自相关仪的校准。

2 术语

2.1 超短光脉冲 ultrashortopticalpulse
持续时间在飞秒 (fs)至皮秒 (ps)量级的光辐射脉冲。也称作超短激光脉冲、超

短脉冲或超快激光。

2.2 超短脉冲自相关 autocorrelationofultrashortopticalpulse
将超短脉冲激光分为两束,其中一路施加可变时间延迟,使两束脉冲相互扫描,利

用非线性光学效应获得的相关强度相对于时间延迟的曲线。

3 概述

超短光脉冲自相关仪是测量超短光脉冲时域宽度最常用的仪器,简称自相关仪。自

相关仪为迈克尔逊干涉仪结构,通过光学延迟使一束脉冲扫描另一束,利用二阶非线性

效应检测相关信号。自相关仪的结构可分为共线型和非共线型,分别如图1 (a)和

图1 (b)所示。

(a)共线型 (b)非共线型      
图1 自相关仪的结构

4 计量特性

自相关宽度示值误差:≤20%。
注:以上指标不是用于合格性判别,仅供参考。

5 校准条件

5.1 环境条件

5.1.1 环境温度:(23±5)℃;

5.1.2 相对湿度:≤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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