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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顾瑛主编的《光动力疗法》是一部从理论到方法，从基础到临床，全面、系统地介绍光动力疗法的专
著，可作为激光医学、肿瘤、皮肤、整形美容、生物医学工程、药学和光学等专业研究生的教材，以
及上述专业的学生、教师、科研人员和临床医生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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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二、集居数反转的实现 爱因斯坦受激发射理论发表若干年后，它的主要用途局限
于理论物理学家用以建立光的散射、折射、色散和吸收的量子理论。
对于色散问题的研究，使一些科学家认识到出现负吸收（辐射大于吸收）的可能性。
其中德国光谱学家Ladenburg做出了重要贡献。
 20世纪20～30年代，Ladenbur9一直致力于用波尔模型和爱因斯坦受激发射理论来说明光的色散。
他在实验中研究氖气体594.5nm、614.3nm和640.2nm谱线的色散性质，氖气在放电管中进行激发。
他发现上能级的集居数随着放电电流的增加而增加，这一效应对色散的影响相当于色散公式中的“负
色散”项。
但当时的放电电流并没有达到足以引起集居的反转的程度。
如果他在实验中不断增加放电电流，则也许会发现集居数反转的情况。
也就是说，在30年代可能会出现第一台激光器。
但在当时，正如激光器的奠基者之一Schawlow指出的：人们不再继续Ladenbur9关于反常色散的研究，
是因为他们对平衡态是如此坚信不疑，以致认为不可能偏离太远以形成负吸收。
 20世纪30～50年代初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受激辐射的概念几乎被人们遗忘。
然而这一时期在科学和技术上取得的很多成就对量子放大器的发明有很大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是磁共
振和光泵，尽管发明这两项技术的科学家本意完全不在于去研究受激辐射器件。
 磁共振技术是用于研究物质结构的一种方法，包括核磁共振和电子顺磁共振。
核磁共振现象是由美国科学家Purcell在哈佛大学和瑞士科学家Bloch在斯坦福大学于1946年分别发现的
。
磁共振方法中，样品置于两个磁场中，其中一个是静磁场，它的作用是使能级分裂；另一个则是交变
磁场，方向与静磁场垂直。
当交变磁场满足一定的频率条件时，样品粒子便从交变磁场中吸收能量，由低能级跃迁到高能级。
根据Bloch于1946年发表的论文。
他的实验中其实已经出现了集居数反转现象，可惜他并没有注意到。
后来Purcell与Pound报道了用LiF晶体进行核吸收实验时出现负吸收的现象，并首次提出了“负温度”
的名称。
这就是磁共振中的集居数反转。
 另一种改变粒子数集居的方法是光辐照，即光泵。
这种方法是由著名的法国物理学家Kastler及其合作者Brossel于1949年首次提出的。
但是，Kastler用光辐照改变粒子数集居的本来目的是想利用“原子与辐射进行交换时，角动量必须守
恒”这一原理来建立一种用光学方法探测磁共振的灵敏手段，而没有注意到用这种方法可以产生集居
数反转，更未想到实现光放大。
直到10年以后，光泵方法才开始用于激光器中。
目前光泵技术已成为固体激光器的主要抽运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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