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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光学讲座

第三讲- 非线性原子光学!

王正岭- - 印建平.

（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 光谱学与波谱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上海- /0001/）

摘- 要- - 随着玻色 2 爱因斯坦凝聚（345）的实现及其非线性效应研究的快速发展，原子光学的一门新兴分支学

科———“非线性原子光学”已初步形成，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实验进展& 文章重点介绍了非线性原子光学的研究

内容、实验结果及其最新进展，主要包括原子孤子、原子物质波中的四波混频、光速减慢与负群速现象、超流及涡流

（678"9:）、;7<9#!<7, 效应和物质波的相位相干放大等&
关键词- - 非线性原子光学，原子孤子，物质波中的四波混频，光速减慢与超光速现象，超流及涡流，;7<9#!<7, 效

应，物质波的相位相干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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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引 言

/0 世纪 10 年代初，随着高强度、高相干激光光

源（也即高功率激光器）的问世，诞生了一门新兴的

光学分支学科———“非线性光学”& 非线性光学主要

研究强激光与物质的非线性 相 互 作 用& NS1N 年，

W8*,X9, 等人开创了第一个非线性光学实验，即“ 光

学倍频”实验的研究［N］& 当一束频率为 ! 的强激光

入射到某些非线性介质中时，将产生频率为 /! 的

出射光波，这就是光的倍频实验& P0 多年来，非线性

光学的发展很快，并在基本原理及基本物理问题的

研究、新材料的研制、新效应的发现及非线性光学的

应用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进展，目前非线性

光学已成为光学学科中最为重要的分支学科之一&
类似地，近年来，原子光学的新兴分支学科之

一：“非线性原子光学”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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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突破性进展［$—&］- $% 世纪 4% 年

代初，5678)96 等人［:］和张卫平等人［;］首先提出了非

线性原子光学的概念，并预言了原子物质波中非线

性效应（如原子孤子）的存在- <444 年，随着世界上

第一台全方位、可调谐原子激光的产生［4］及其第一

个原子物质波中四波混频实验的成功［<%］，开创了一

个新 的 物 理 学 研 究 领 域———“ 非 线 性 原 子 光

学”［$，"，<<，<$］- 在非线性光学中，强光与物质相互作用

产生的非线性效应可以用非线性微分方程中的非线

性项来描述，同样，物质波中的非线性效应也可用宏

观物质波波函数的非线性微分方程（ 即 =9>88 ? @0A
)16B8C00 方程）中的非线性项来描述- 由于原子物质

波中的非线性效应起源于物质波中原子之间的相互

作用，也即原子物质波本身起着非线性介质的作用，

因而在原子物质波中不再需要其他的非线性介质即

可产生四波混频等非线性原子光学效应-
自从实现了原子气体中玻色 ? 爱因斯坦凝聚

（DEF）以来，人们已在实验上成功观测到了许多原

子物质波中的非线性效应：如 DEF 凝聚体中的原子

孤子、光速减慢与超光速现象、原子物质波中的四波

混频、超流及涡流（B>9)6G）、H>86*(8>3 效应和相位相

干放大等- 本文将就原子光学中非线性效应的基本

原理、实验结果及其最新进展作一简单介绍与综述-

$! DEF 凝聚体中的原子物质波孤子

!- "# 原子孤子的产生机制及其分类

我们知道介质的色散将导致波包传输过程中的

扩散，这一扩散效应对波包的传输是极为不利的，但

利用介质的色散与非线性相互作用间的平衡即可形

成所谓的孤子- 孤子是一种稳定的局域结构，它在非

线性介质中传播时能保持波包的形状不变- 同样，在

DEF 凝聚体中，当原子间非线性相互作用和动能

（相当于色散）互相补偿时也可形成原子物质波孤

子［;，<"］- 一个原子间存在弱相互作用的 DEF 凝聚体

将服从非线性波动方程（=9>88 ? @0)16B8C00 方程），在

绝对零度时，这一波动方程可写为

0! !"!!
" # !$

$$

"$ % & % ’ (" ([ ]$ "， （<）

这里 " 为原子数归一化的凝聚体波函数，& 是囚禁

势能，$ 是一个原子的质量，! 是普朗克常数除以

$#，’ 为描述原子间相互作用的强度，此方程具有孤

子解- 孤子不扩散的稳定传播是因为非线性项 ’ (" ( $

和动能项 # !$

$$

"$（ 相当于色散）之间的相互平衡-

通常，孤子可分为暗孤子和亮孤子，这取决于非线性

波动方程中非线性项的符号- 当 DEF 凝聚体中原子

间的相互作用为排斥势，即 ’ ) % 时，将形成暗孤子；

而当 DEF 凝聚体中原子间的相互作用为吸引势，即

’ * % 时，将形成亮孤子- 暗孤子相应于一个带有特

征相位阶梯的 DEF 凝聚体密度轮廓上的凹槽，而亮

孤子对应于一个 DEF 凝聚体密度轮廓上的凸峰-

!- !# DEF 凝聚体中的暗孤子

DEF 凝聚体中暗孤子的典型特征是它的速度 +8

小于 D>I>/0.J>B 声速 +% "（’, - $）
<
$ ，这里 , " ("% (

$

为未微扰 DEF 凝聚体的原子数密度- 孤子速度 +8 可

表示为相位阶梯 #（% K #(#）或孤子“ 深度”,L（ 未

微扰凝聚体原子密度 , 和凹槽底部原子密度之差）

的函数：

+8
+%

" 2>8 #
$ " < # ,L

( )[ ],
<
$ . （$）

当 # M # 时，暗孤子速度 +8 M %，暗孤子中心原子密度

为 %，暗孤子的宽度相当于恢复长度 $ "（$,$’ -

!$）# <
$ 的量级，暗孤子上存在不连续的相位阶梯- 当

# 逐渐减小时，孤子速度 +8 增大并逐渐接近声速 +%，

且孤子沿着与相位梯度相反的方向传播，同时孤子

变浅、变宽，相位阶梯变得更平缓- 由于一个孤子具

有一个特征相位阶梯，故通过光学方法将一个相位

阶梯刻印在 DEF 凝聚体的波函数上，即可形成一个

原子孤子-
根据暗孤子具有不连续的相位阶梯的特点，

<444 年，N63I8)>2C 等人利用位相印记方法在雪茄烟

状的;:OJ 原子 DEF 凝聚体中产生了原子暗孤子，并

观测了原子孤子的相干与耗散动力学［<’］- $%%% 年，

@(0//0*8 小组通过将一个相位阶梯（花样）刻印在钠

原子 DEF 凝聚体上的相位印记法，在 DEF 凝聚体

中实现了原子暗孤子的产生及其传播［<"］- 如图 < 所

示，在凝聚体上方放置一掩模（ 一胡须刀片），当用

一束大失谐的单束激光脉冲照射掩模时，使 DEF 凝

聚体原子的一半透光，另一半不透光- 由于光位移，

DEF 原子凝聚体上的相位分布与光强分布成正比-
因此，受印记的一半 DEF 凝聚体和没受印记的一半

DEF 凝聚体之间产生一定的相位阶梯- 实验结果如

图 $ 所示，对 DEF 凝聚体沿 / 方向上半部分进行相

位为 %% / <. ## 的印记，由于印记的相位阶梯大于

#，故在 DEF 凝聚体中产生了单个深的原子孤子，且

暗孤子随时间沿 / 反方向运动，如图 $ 中的凹槽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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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图 . 中（*）—（/）为实验观测到的 012 暗孤子

随时间演化的吸收像，而（ 3）—（ 4）为相应的理论模

拟结果& 显然，二者相符得很好& 这一原子孤子形成

的原理可理解如下：在进行上述相位印记后，在受印

记和没受印记的 012 凝聚体中间部分将产生一个

很陡的相位梯度，从而导致中间部分原子以较大的

速度沿 ! 方向运动，这样就留下了一个暗的凹槽（即

为暗孤子）以低于 012 声速 "5 并沿着 ! 反方向运动&

图 6- 012 凝聚体的相位印记

!& "# 012 凝聚体中的亮孤子

暗孤子可用 012 凝聚体密度轮廓上中间刻有

相位阶梯的一个凹槽来表征，它们以小于声速的速

度在 012 中传播，但在到达 012 凝聚体边缘之前

很快地衰减掉，而明孤子是可在 012 凝聚体内自由

传播的自束缚原子气体，它只能在具有负 7 波散射

长度的 012 凝聚体中产生& .55. 年，8*(9:9, 小组

在;<) 原子的 012 凝聚体中实现了原子亮孤子的产

生及其传播［6=］& 在实验中，他们首先将 > ? @ 65A

个;<) 原子从磁光阱装载至紧束缚的 BC 磁阱中，通

过蒸发冷却使原子温度从 .:D 降到 65!D ，剩余的

图 E- 亮孤子在一维光波导中的时间演化

原子数为 F @ 65= 个& 接着，将这些冷原子转移进入

一个远离共振的交叉光偶极势阱中& 然后，通过光学

势蒸发冷却（即降低光学势阱的深度）实现;<) 原子

的全光型 012& 最后，通过磁场感应的可调谐 G/7!H
I*+! 共振技术将 012 原子的 7 波散射长度调谐至

负值，再通过关闭垂直方向的囚禁光束将 012 凝聚

体装载到一维的水平光学波导中，并在 # 方向偏置

磁场的作用下，使 012 凝聚体在水平波导中演化而

成亮孤子，观测到的孤子形成及其演化的实验结果

如图 E 所示& 显然，亮孤子在传播过程中能长时间保

持波包形状不变&
此外，人们还研究了 012 凝聚体中的孤子串

（孤子原子激光）、晶格孤子和双分量 012 中的暗孤

子等& 例如，.555 年，J’(/" 小组在准一维光阱中通

过外磁场调谐的 G/7!I*+! 共振技术将稳定的;<) 原

子 012 的 7 波散射长度从正值调谐至负值，即将

012 凝聚体中原子间的排斥相互作用调谐至吸引

相互作用，从而实现了亮孤子串的形成及其传播，也

即孤子原子激光的输出［6F，6;］& 最近，13K/:)L)7 等人

系统地研究了 012 凝聚体中的晶格孤子［6A］& .556
年，8*,"97 等人研究了双分量 012 中暗孤子的产

生、传输及其相互作用［6M］&

图 .- 012 凝聚体中暗孤子的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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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子物质波中的光速减慢及负群速

现象

!- "# 电磁感应透明（456）及其光波群速度操控的

基本原理

$% 世纪 7% 年代初，81990: 小组提出并实验研究

了一种利用量子相消干涉效应实现光学介质完全透

明 的 电 磁 感 应 透 明（ ;/;2)9<=1>3;)021//? 03@.2;@
)913:*19;32?，456）现象［$%］- 所谓 456 效应，即当电

磁波（光波）入射到不透明的介质时，如果光与介质

原子相互作用感应的量子干涉效应能消除介质对入

射电磁波的影响，则入射电磁波在介质中的传播就

如同在真空中的传播一样，此时介质对入射电磁波

是完全透明的，几乎不存在光波的吸收- 显然，这一

456 效应在原子物理和量子光学，甚至中性原子的

激光冷却［$A，$$］等领域中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 此

外，456 技术还可用于实现并研究光的群速度减慢

或负群速现象-
实际上，光波是由若干单色平面波构成的波包，

当波包通过介质时各单色平面波将以不同的相速度

传播，而波包的速度可用波包中振幅最大地方的传

播速度，即群速度来表示- 根据群速度的定义：!> ’
@! " @# ，可证明，一探测光脉冲在介质中传播的群速

度 !> 可由下式给出：

!> $ %

&（!*）’ !*
@&
@!*

， （"）

式中 % 为光波在真空中的传播速度，&（!*）为探测

光频率为 !* 时介质的折射率- 由（"）式可知，当分

母部分（ 不妨定义为群速度折射率系数），&> $
&（!*）’ !*（@& " @!(）) A 或 &> 3 A 时，则有 !> B %，
或 !>:%，即发生光群速度减慢现象；通常，（"）式分

母中的第一项折射率 &（!*）接近于 A，第二项表示

介质的色散特性- 当处于介质的正常色散区（ 也即

在 @& " @!* ) % 的区域）时，且介质的折射率随光波

频率变化很大，即 !*（@& " @!*）3 A 时，则群速度 !>
将大大减小，从而出现光波群速度的减慢，甚至出现

光波停止的现象- 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在共振频率附

近，介质折射率对频率的关系中有一段很陡的色散

曲线- 由介质极化率的微观机制可知，在与介质发生

共振的频率附近，可以获得斜率很大的色散（& * ! ）

曲线，但此时介质的吸收通常也是很大的，以至于光

脉冲无法通过介质- 因此，只有利用 456 技术使探测

光完全透过介质，才能实现或观测到光波群速度的

减慢现象- 另一方面，由（"）式可知，当群速度折射

率系数 &> $ &（!*）’ !*（@& " @!*）+ A 时，则有 !> )
% ，即发生光的群速度加快（即超光速）现象- 我们知

道，在介质的反常色散区，!*（@& " @!*）为负值，且

它的数值可变得很大，因此利用介质的反常色散同

样可实现或观测到负群速度现象-

!- $# 光波群速度的减慢实验及其最新进展

早在 A77# 年，美国 C)13D<9@ 大学的 81990: 小组

首先利用 456 技术在铷原子气体中观测了光波群速

度为 A&#= E : 的 光 速 减 慢 现 象［$’］- A77& 年，德 国

8133<F;9 大学的 C2(=0@) 小组在 G: 原子气体中报

道了光速减慢至 "%%%= E : 的实验结果［$#］- A777 年 $
月，81. 等人在超冷 H1 原子 I4G 中观测到了光脉

冲的群速度减慢现象［$&］，实验结果如图 ’ 所示- 由

图 ’ 可看出，在原子温度为 ’#%3J 时，探测光脉冲

通过长为 $$7 K "!= 的 H1 原子气体介质所用的时

间比通过同样长度的真空介质的参考光脉冲延迟了

L- %# K %- %#!=，相应的光波群速度被减慢为 !> M
"$- # K %- #= E :，而在原子温度为 #%3J 和耦合光强

为 A$=N E 2=$ 时，光波的群速度被减慢至 AL= E :- 此

结果表明，I4G 原子气体介质的三阶非线性系数被

增强了 A%% 万倍- 由于篇幅关系，有关 81. 等人的

实验 装 置 及 其 过 程 不 再 详 细 介 绍，可 参 阅 文 献

［$&］-
随后，有关光波群速度减慢现象的研究得到了

快速发展- A777 年，I.@O;9 等人采用类似的电磁感

应透明技术在铷原子蒸气池中实现了光波群速度的

减慢，其非线性动力学过程与电磁感应透明相类似，

而光脉冲延迟的光谱特性与非线性磁光旋转相似，

其群速度延迟为 L!:，相应的光速减慢至 P= E :［$L］-
同年，C2.//? 小 组 在 高 密 度 热PL QR 原 子 气 体（ 约

"&%J）中实现了光波群速度的减慢，观察到群速度

被 减 速 至7% = E :，光 脉 冲 群 速 度 的 延 迟 超 过 了

%- $&=:［$P］- 这表明在耦合光束的协助下，在热原子

气体介质中同样可获得非常有效的电磁感应透明效

应- $%%A 年，C2.//? 小组对热原子气体介质中的光速

减慢现象进行了理论研究，并发现利用 456 技术还

可在相干驱动的多普勒展宽型热原子介质中实现光

波群速度的减慢、停止，甚至负的群速度［$7］- 同年，

81. 等人在超冷$"H1 原子气体介质（%- 7!J）中观测

光波的群速度被减慢至接近 %（约为几十 2=E :），相应

的光脉冲延迟约为 A=:- $%%$ 年，S;<3(19@) 提出了

一 种 采 用 抛 物 线 型 强 度 的 可 控 制 激 光 来 实 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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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观测光速减慢的实验结果

/01 光 速 减 慢 的 新 方 案［23］& 4 3 3 2 年 ，5’6), 小 组

在789: 热原子气体池中实现了光波群速度的进一

步减慢，并研究了光子态的量子存储及其读取，为光

子态的操控和低光水平下的非线性光学研究提供了

一种新的技术［2;］&

!& !" 光在介质中的负群速现象及其实验研究

由 2& ; 节 的 讨 论 知，在 介 质 的 反 常 色 散

（ !#（<! " <!#）# 3 ）区，且当 !# $ <! " <!# $ 变得很

大时，将导致光脉冲的群速度超过光速，甚至变为负

的群速度& 这就是所谓的超光速现象& 4333 年，=*,>
等人利用增益协助的线性反常色散特性，首先在实

验上 观 测 到 了 ?@ 原 子 气 体 中 的 超 光 速 传 播 现

象［24］& 在实验中，他们使用的增益介质是 A+B 厚的

?@ 原子气体，并让二束可调谐连续抽运激光束穿过

气体池，使 ?@ 原子气体处于粒子数反转状态，再用

另一束探测光束测量 ?@ 原子气体的光学性质& 当这

一探测光束通过气体池时，?@ 原子将从抽运光束中

吸收光子，并随后辐射光子，从而增强了探测光束的

增益，使得 ?@ 原子气体介质具有如下的光学性质：

即当探测光束在原子气体中传播时，光脉冲中不同

频率成分的光波将具有不同的增益和不同的速度&
如果利用一束可调谐连续激光测得 ?@ 原子气体中

光波振幅的增益系数和折射率系数随探测光频率变

化的曲线（色散曲线），再让二束光强为高斯分布的

光脉冲穿过 ?@ 原子气体，其中一束处于反常色散

区，另一束与 ?@ 原子气体几乎没有相互作用（ 即以

真空中光速传播）& 然后，利用 ?@ 原子气体池出口

处的光电探测器，观测上述两个光脉冲通过 ?@ 原子

气体池后的光强时间谱变化& 实验结果表明：进入

?@ 原子气体的光脉冲比真空中传播的光脉冲超前

A4,@ 通过了气体池，由此计算得到在 ?@ 原子气体

介质中传播的光波群速度为 %> & ’ ( "（223 ) 23），

表明光脉冲波峰尚未进入吸收池，就可以观察到另

一个光脉冲波峰已离开吸收池 A4,@，其意义是光速

比无穷大还快，光尚未进入，已经出来&
最后，应指出的是：对于上述 =*,> 等人观测到

的超光速传播现象及他们的解释，有许多人提出了

质疑& 一些作者采用傅里叶频谱分析法对上述实验

观测到的“ 光脉冲在反常色散介质中的传播行为”

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分析与研究，并对这种“ 光脉冲

的超光速传播”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负的群速度

是表观的速度，而非能量的传播速度［22］& 因此，有关

超光速现象的实验观测"物理图像及其理论解释甚

至潜在应用，还有待于进行深入系统的科学研究&

!& #" 光波群速度减慢的潜在应用

上述介绍的“ 介质中光群速度减慢现象”提供

了一种全新的非线性相互作用，一种高效优良的非

线性介质，为原子物理、量子光学、非线性光学及非

线性原子光学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方向及其新的

应用领域［2.］& 首先，由于应用 /01 技术构造的原子

系统在共振频率附近具有巨大的光学非线性效应，

其非线性效率可比通常的介质增强几百万倍，仅需

使用 B= 级的半导体激光即可进行各种非线性光

学研究，从而开创低光强下的非线性光学研究［2C］，

甚至产生单光子水平下的非线性光学现象& 在原子

共振频率附近，介质色散特性的陡峭性可开辟控制

介质光学性质的新途径，如全光开关的研制及其应

用等；其次，利用光波群速度减慢的传递特性，可以

制作延迟器，大大压缩光脉冲的空间长度& 最后，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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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慢光速甚至零光速技术，可实现超冷原子介质中

量子相干信息的存储和读取［"&］- 开始处于激光场中

的相干信息可存储在超冷原子介质中，并能利用

456 效应读取出来，存储的时间间隔可以控制并根

据需要进行读取，在实验中，探测光和耦合光使原子

气体处于一种相干量子态，即原子在接受光能后处

于一种特殊的自旋激发态，同时携带探测光的偏振

和强度等信息- 在耦合光被突然关掉后，激发的原子

态能维持一段时间；而在重新开启耦合光后，存储在

自旋激发态中的信息能传递给探测光，并从原子气

体中输出，恢复初始的光信号［"&，"7］-

’! 原子物质波中的四波混频

!- "# 物质波四波混频的基本原理

光波的四波混频是重要的光学非线性效应之

一，它指的是当三束频率为 !8，!$和 !" 的强光同时

输入某些非线性晶体时，将有频率为 !’ ! !8 " !$ "
!" 的第四束光波产生的非线性现象- 类似地，在非

线性原子光学中也存在着物质波的四波混频效应，

它指的是当三束原子物质波发生非线性相互作用

（碰撞）时，在满足动量守恒和能量守恒定律的条件

下将产生第四个物质波的非线性现象- 然而，光波的

非线性效应是通过非线性介质来实现的，而原子物

质波方程中的非线性项起源于原子与原子之间的碰

撞相互作用，因而物质波本身起着非线性介质的作

用，也即原子物质波的四波混频不需要另外的非线

性介质- 899: 年，6;0**<3=12( 等人通过大量的计算

机模拟提出了利用基态原子物质波间的非线性相互

作用发生四波混频的可能性［":］，模拟结果如图 #
（1）所示- 他们研究了单个自旋分量 >4? 凝聚体中

原子间自身非线性相互作用产生的四波混频效应，

即 " 个动量分别为 !8，!$和 !" 的三束原子物质波通

过碰撞相互作用产生动量为 !’ " !8 # !$ $ !" 新的

第四束物质波- 研究发现，在原子物质波的四波混频

过程中，必须满足动量、能量和原子数守恒-

!- $# 原子物质波中四波混频的实验观测

通常，光波不受外磁场的影响，在技术上产生三

束不同频率的激光较为容易- 然而，原子物质波易受

外磁场的影响，且要在同一势阱中产生三束独立的、

具有不同动量的原子物质波有着很大的技术难度-
为了克服这一困难，8999 年，@<3A 等人利用所谓的

“半碰撞”方法，在实验上首次成功地观测到了原子

图 #! （1）计算机模拟物质波产生的四波混频；（=）原子物质波

四波混频的实验结果

物质波四波混频波的产生［8%］，并实验验证了非线性

物质波的产生关系，为非线性原子光学的发展奠定

了技术基础- 在实验中，他们采用一运动驻波激光场

的原子 >;1AA 衍射技术，在 >4? 凝聚体中产生三束

必要的原子物质波- 具体的实验步骤或过程可简述

如下：首先利用激光冷却和射频蒸发冷却技术，在时

间轨道势（6BC）中产生 $ D 8%& 个$"E1 原子 >4? 凝

聚体；接着，减小磁场梯度，增加旋转的偏置磁场，使

>4? 原子绝热膨胀- 经过一定时间的膨胀后，关闭

势阱，等势阱磁场消失之后，用 $ 个 >;1AA 脉冲序列

入射到 >4? 凝聚体，其中每个脉冲包含两个大失谐

的线偏振光束（ 这里大失谐量的选择是为了抑制

>4? 原子的自发辐射），并选择二束激光的频率差

满足一阶 >;1AA 衍射条件，使它们只改变原子的动

量态，而不改变原子的内态- 第一列 >;1AA 脉冲由两

束相互垂直的频率为 "8 和 "$ ! "8 F #%GHI 的激光

束组成，其波矢分别为 !8 J #%& 和 !$ J F #’&（# J $! K
#，# J #:93L）- 选择适当的激光强度，使 >4? 凝聚

体中大约 8 K " 的原子获得动量 ($ J $（!8 $ !$）J $#
（%& # ’&）；在第一列 >;1AA 脉冲结束后（也即在波包分

裂之前），使用第二列 >;1AA 脉冲约 $% "M- 这第二列

>;1AA 脉冲由两束反向传播的频率为 "8 和 "" ! "8 F
8%%GHI 的激光束组成，其波矢分别为 !8 J #%& 和 !"

J $ #%& - 调节这两束激光的强度，使保留在动量态

(8 " % 的原子的一半获得动量 (" J $（ !8 $ !" ）J
$$#%&（由于光的多普勒频移，处于 ($ 态上的原子不

受影响）- 这样，通过选择脉冲序列强度由动量为 (8

"% 的凝聚原子产生了 $ 个动量分别为 ($ J $#（%& #
’&）和 (" J $$#%& 的原子物质波包- 再加上原来就处于

动量态 (8 "% 的剩余原子物质波包，在 >4? 凝聚体

中已几乎同时建立了 " 个具有必要动量的初始重叠

的原子波包- 当 " 个初始波包分开时，由于原子间的

·%&&·

讲!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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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线性相互作用将产生第 . 个新的波包，并满足动

量守恒条件：!. " !/ #!0 $ !1 2 !!（%& # ’& ）及其能量

和粒子数守恒定律，原子物质波的四波混频的实验

结果如图 3（4）所示&
此外，055/ 年，6789":7 等人比较了量子简并的

玻色和费米原子气体中的物质波四波混频，并发现

由玻色或费米原子形成的物质波光栅原则上可表现

出几乎相同的 ;:*<< 散射和四波混频效应［1=］& 同

年，>7""7:(7 等人分析了量子简并费米原子气体中发

生四波混频及其物质波放大的可能性［.5］& 0550 年，

>7""7:(7 等人利用大增益原子物质波四波混频技术

产生了两束宏观关联原子束，即孪生原子束［./］& 研

究表明，当一微弱的人射原子束用作一“ 种子束”

时，原子物质波的增益可达 05 倍&

3 - 原 子 物 质 波 中 的 超 流 及 其 涡 流

（!"#$%&）

’& () 超流与涡流的概念

超流体与正常流体相比，最显著的差别在于超

流体是一种无摩擦的流体& 超流现象是 /=1? 年在低

温.@7 中首先发现的& 超流体在比热、热导和粘滞系

数等方面具有与经典流体不同的反常特性，尤其体

现在超流体的宏观量子特性上& 超流体的宏观量子

特性主要包括：超流体的无阻碍流动性、环流量子

化、AB97#!9B,（ 约瑟夫森）9)," 关系和 AB97#!9B, 振

荡和双路径位相相干等［.0］& /=== 年，美国 ACDE 的

FB:,7(( 小组首先在实验上观察到了 ;GF 原子凝聚

体中的超流现象［.1］& 接着，6CH 的 >7""7:(7 小组和法

国 GIJ 的 K*()4*:L 小组等也相继开展了原子凝聚

体中超流性质的研究［.. M .N］，从而掀起了 ;GF 原子

凝聚体超流特性研究的热潮& 他们的研究发现，在

;GF 原子超流体中存在着类似于旋转超流.@7 呈现

出来的涡流现象&
涡流的概念对于理解超流是十分重要的& 涡流

是超流的一个拓朴特征，在围绕涡流的封闭路径上

旋转一周位相变化为 0!，并且超流的流动是量子化

的& 这种涡流对应着原子凝聚体内的位相奇异点，在

此奇异点处原子气体的密度为零& 因此，稀释原子气

体的 ;GF 凝聚体提供了一种研究量子流体动力学

的有效手段& 我们知道，一个 ;GF 凝聚体可用一个

满足非线性 J+!:OL),<7: 方程的宏观波函数 #（ (）2

$（(! ）7P#（ )%（ (））来表征& 流体动力学方程中的原

子密度 $（(）和速度场 )9（ (）可用波函数的平方［ $
（(）2 Q#（(）Q 0］和波函数的位相梯度来表示：

- - - - - - )9（(）2 !
"

"

%（(）， （.）

式中 " 为原子质量& 由（.）式围绕一封闭路径的线

积分将给出速度场环流的量子化：

;)（(）·L( 2 !
" %（(R）M %（()[ ]） & （3）

如果路径是单独连接的，则不存在环流；如果路径是

相互连接的（如围绕一个涡流核），则由于位相的变

化是 0! 的整数倍，环流是量子化的，等于
#$
"（ 即取

$
"的整数倍），这里 # 为整数，称为涡流的拓朴荷，$

为普朗克常数& 由此可见，与每个涡流有关的环流

（因而角动量）的量子化证实在 ;GF 凝聚体内存在

着一个单值的超流波函数& 也即超流中的涡流现象

是 ;GF 凝聚体的重要特性或判据之一&

’& *) +,- 超流体中的涡流

/=== 年，FB:,7(( 等人在双分量原子 ;GF 凝聚

体中首次观测到了超流中的涡流现象，他们通过双

分量凝聚体间相互转换的相干时空控制过程建立了

涡流态［.1］& 在实验中，处于超精细分裂基态的二个

自旋态&/〉和&0〉上的?ST4 原子 ;GF 被同时囚禁在

相同并且完全叠加的磁阱中，并利用一个双光子微

波场来感应二个自旋态间的跃迁& 在这个耦合系统

中，通过控制微波感应的态&/〉到&0〉转换的时间和

空间依赖关系，他们直接从基态波函数&/〉（或&0〉）

中建立了一个具有各种形状的&0〉（&/〉）态波函数，

并利用交流 J"*:U 效应移动跃迁频率来控制上述转

换& 一个空间非均匀的、可移动的聚焦激光束提供了

交流 J"*:U 移动的合乎需要的空间与时间控制& 如图

N 所示，为了建立一个具有空间对称性的波函数，激

光束围绕初始 ;GF 旋转& 合适的空间相位依赖关系

可通过调节微波跃迁频率的失谐量获得，并使激光

束以适当频率 & 旋转产生耦合共振& 对于较大的微

波失谐量 ’，必要的旋转频率被简化为 & % ’；对于较

小的失谐量 ’，激光旋转频率 & 必是微波跃迁的有

效拉比频率& 如图 N（4）所示，对于较大的失谐量，能

量共振条件指的是：通过时间变化微扰的耦合仅能

改变原子的内态& 因此，应服从任何选择定则以使微

扰的空间对称性起作用& 此时，;GF 凝聚体的中心

（也即激光旋转轴处）没有感受到时间变化的改变，

而在凝聚体四周的邻近区域，感受到一个近似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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弦函数变化，其相位延迟即为绕着 456 原子云的方

位角- 研究表明，这一精确的几何关系最适合于耦合

凝聚体到一个涡流态- 一个顺时针转动的激光束可

产生顺时针或反时针转动的涡流环流，其转动的方

向取决于微波失谐量 ! 的符号- 有关 67839// 等人所

用的实验方法及其过程可参阅文献［’"］，相应的实

验结果如图 : 所示- 其中图 :（ 1）和（;）为两个处

于&<〉态的涡流随时间的演化结果，与势阱振动周

期相比表现出很长的时间稳定性；图 :（2）为处于

&$〉态的涡流随时间的演化结果，它很快地收缩到

囚禁中心，然后回弹（膨胀）并被崩塌为碎片-

图 &! 激光束旋转产生涡流的基本原理

图 :! 涡流随时间的演化结果

此外，=9))98/9 小组也开展了 456 凝聚体中的

涡流研究［’’，’#］- 例如：$%%< 年，=9))98/9 等人利用一

束通过 456 凝聚体的运动激光束产生涡流，并由于

456 中的涡流激发观测到了相位奇异现象［’’］- 在实

验中，他们利用搅动的 456 凝聚体与未搅动的 456
凝聚体间干涉条纹的错位来观察涡流场- 又如，=9)>
)98/9 等人利用一束蓝失谐激光搅动一个 456 凝聚

体，并利用无破坏的现场相位对比成像技术研究了

超流的流体动力学特性［’#］- 这一成像技术可用于显

示围绕运动物体的原子密度分布的畸变，从而直接

探测流体场的动力学，以获得开始出现压力梯度的

并与密度有关的临界速度-
最近，?1/0;18@ 等人利用聚焦激光束搅动磁阱

中A:B; 原子 456 的方法产生了 ’ 个涡流［’&］，可称

为涡流列阵- 量子化的涡流在超流和超导中扮演着

一个重要的关键角色- 一个数目较少的涡流列阵的

性质将容易受到表面和有限尺寸效应的影响，因而

稳定性较差；而数目较多的涡流晶格是 456 凝聚体

的高激发集体态，具有很高的稳定性，且可用于研究

三维涡流物质的性质，如局域结构、缺陷和长程序

等- $%%< 年，=9))98/9 等人利用旋转的蓝失谐激光束

在圆柱型势阱中的$" C1 原子 456 凝聚体中产生了

高阶涡流晶格，实验结果如图 A 所示［’:］- 研究结果

表明，三角形涡流晶格中最多可形成约 <"% 个涡流，

涡流的角动量可达 &%" D 粒子，其寿命一般为几秒，

个别涡流可持续 ’%E- $%%" 年，F77) 等人观测到了利

用剪切振动效应在 456 原子气体中产生的与涡流

有关的三维陀螺效应［’A］- 通过观测涡流进动的速

率，可测量与涡流线有关的角动量- 他们的测量结果

为〈!"〉#（<$ %: G %$ <"）%"，与理论预言值 %" 基本

一致- 研究表明，超流中的三维陀螺效应提供了一种

进一步探索旋转 456 凝聚体特性（例如涡流的稳定

性及其寿命等）的有力工具-

图 A! 涡流晶格的实验结果，（ 1），（;），（ 2），（@）中的晶格个数

分别为 <&，"$，A%，<"%

&! 原子物质波中的其他非线性效应

!" #$ %&’ 原子物质波中的 ()*+,-*). 效应

<HHA 年，=1E9I02( 等人利用一维驻波激光场研

究了 456 原子隧道列阵的宏观量子干涉效应［’H］-
实验所用的周期性势阱由垂直放置的一维驻波激光

场和重力场组成，合成的重力光学囚禁势如图 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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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 忽略原子间的相互作用，两相邻势阱间的化学

势差由重力势 !. /"#$ 决定，这里 " 为原子质量，#
为重力加速度，$ 为垂直方向的位置坐标& 这一重力

势 !. 类似于交流 0123#!21, 效应中所加的直流电压

%& 在垂直放置的红失谐驻波激光场的波腹处形成

冷原子的周期性势阱，相邻波腹间的距离为 !$ &
!
4 ，于是相邻势阱中原子间的化学势差为

"#!
4 & 发生

在这些光学势阱间的相干隧穿将形成调制频率为

"0 & "#! ’ 4# 的原子流（ 这一频率仅依赖于 # 和激

光波长 !），这就是原子物质波中的 0123#!21, 效应&

图 5- （*）0123#!21, 效应中的联合囚禁势；（6）0123#!21, 原

子脉冲流形成的时间演化

在实验中，他们首先将激光冷却与囚禁的冷原

子装载进入磁阱，并利用蒸发冷却技术将冷原子进

一步冷却至 789 临界温度之下& 接着，将 789 超冷

原子转移至光学晶格，并关闭磁阱& 通过调节光学晶

格中势阱的深度以控制隧穿几率，以观测 0123#!21,
原子脉冲序列的输出及其时间演化，实验结果如图

5（6）所示& 其中 : 为 789 凝聚体，7—8 分别是观

测时间为 ;<2，=<2，><2 和 ?@<2 的原子隧穿列阵

输出的结果，相应的光学阱深为 ?& A(B，脉冲周期为

（?& ?@ C @& @=）<2，与理论预言值 ?& @5<2（# / 5& D< E
24）相符& 4@@? 年，F,.’2+)1 等人也利用一维驻波激

光场研究了 789 原子物质波中的 0123#!21, 效应，

并采用原子干涉的方法观测了相邻光学势阱间多次

隧穿的相干性［=@］& 此外，利用 0123#!21, 效应还可精

确测量 重 力 加 速 度 和 弱 相 互 作 用 力（ 如 G*, H3I

J**(2 9*2)<)I 力）等，甚 至 用 于 产 生 原 子 数 压 缩

态［=?］和锁模原子激光［A5］&

!& "# $%& 原子物质波的相位相干放大

在激光光学中，当一束较弱的激光束通过一激

光放大器时，激光功率可被相干放大并保持激光的

相位相干性不变& 类似地，在原子光学中，当一束较

弱的种子原子物质波通过 789 凝聚体这一增益介

质时，也可实现原子物质波的相位相干放大［=4，=;］&
?555 年，K3""3I(3 等人首先实现了原子物质波的相

位相干放大，这一激活介质（相当于物质波放大器）

就是由远离共振光场抽运的 789 凝聚体，他们采用

放大的原子物质波与参考物质波的干涉方法，测量

了放大后物质波的位相相干性［=4］& 由于 789 凝聚

体中的所有原子都处于同一个的宏观量子态，因此，

它可作为一个理想的增益介质，用于原子物质波的

相干放大& 要实现原子物质波的相干放大，就需要通

过某种耦合机制将原子从 789 凝聚体库中抽运到

原子物质波模式中，并保持系统的能量和动量守恒&
如果转移机制可通过末态原子增加而加速，并保持

初态与末态间的原子转换，则物质波的相干放大即

可实现&
在实验中［=4］，他们首先利用激光冷却和蒸发冷

却等技术，在磁阱中产生约几百万个钠原子 789 凝

聚体，其凝聚体长约 4@@"<，直径为 ?D"<& 利用一

个脉冲驻波激光场照射 789 凝聚体，并通过 7I*..
衍射转移一小部分（?@ LA—?@ L4 ）凝聚体原子进入

一反冲模式，也即产生一个具有很好定义的入射物

质波& 接着，沿着径向 7I*.. 光束方向，应用一个强

抽运脉冲，以实现入射物质波的放大& 通过突然关闭

磁阱，并利用共振吸收成像，观测原子云的弹道膨胀

涨来测量反冲模式中的原子数& 在膨胀后，789 凝

聚体与反冲原子云可完全分离，如图 ?@（ *）—（ +）

所示& 其中（*）为入射原子数低于测量极限，即没有

反冲原子云，也即没有放大的情形；（6）为没有输入

原子物质波时的放大情形，虽然处于超辐射的阈值

以上，但没有产生可辨别的处于反冲模式中的原子

物质波信号；（+）为明显的种子物质波放大情形，如

箭头所示，此时有微弱的入射物质波输入，相应的增

益为 ?@ —4@；（H）为原子物质波放大器的“ 输出 L
输入”关系& 结果表明，原子物质波放大器的输出 L
输入特性呈现出近似的线性关系& 同年，K1M’<* 等

人利用 789 凝聚体作为增益介质也实现了D> B6 原

子物质波的相位相干放大，并采用物质波干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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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与研究了放大物质波的相干性质［#"］- 研究发现

原子物质波放大器在原子光学、原子刻蚀和精密测

量等领域中将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图 4%! 物质波相位相干放大的实验结果

此外，人们还研究了 567 原子物质波中的量子

混沌、超辐射和量子冲击波等非线性效应- 例如，

488’ 年，910:;3 等人在超冷钠原子中首次观测到了

原子动量转移中的周期性驱动转子和动力学局域，

这是经典混沌系统中扩散的一种量子压缩［#’］，并就

冷原子 中 的 量 子 混 沌 效 应 进 行 了 一 系 列 实 验 研

究［#’—#8］；$%%4 年，<1=0>?@3 等人利用快速扫描激光

束感应的光学偶极势实验研究了超冷原子中的混沌

和规则动力学［&%］；$%%$ 年，A@3);0B@ 等人研究了冷

原子在双阱光学晶格中的新一类量子混沌现象［&4］-
又如，4888 年，C;));B/; 等人研究了单束离共振激光

入射到 567 凝聚体上产生的超辐射 91D/;0E( 散射

现象［&$］，发现能产生高度方向性的散射光和原子

束，这种集体光散射是由 567 凝聚体中原子的相干

质心运动形成的，而这一高度方向性的反冲原子束

是由物质波放大建立的- $%%4 年，F1. 等人利用超

压缩的慢光脉冲技术在 567 凝聚体中感应出微米

尺寸的密度缺陷，并演化为大振幅的声波，导致可观

测的量子冲击波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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