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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二极管激光器已经成为重要的商业产品。
从光盘播放机中的读写头到光纤通信系统中的发射机，二极管激光器已被广泛应用在许多领域。
随着产品的可靠性和制造工艺的提高，不仅在消费产品中，而且在数据通信网和电信网中，二极管激
光器都有了新的应用。
虽然基于GaAs的“短”波长(大约0.07～0.09／μm)激光器和基于InP的“长”波长(大约1.3～1.6μm)激
光器仍然能够满足大多数应用的需要，但对于波长更短的可见光范围，以及波长更长的IR范围，人们
的关注程度都在不断提高，并在开发各种相应的实用光源。
对于研究生和有经验的工程师来说，在这样一个飞速发展的领域里，既要掌握基础知识又要了解最先
进的前沿动态就变得非常困难。
      本书的目的是为有一定理论基础的学生提供一本二极管激光器和相关的集成光路方面的教科书。
本书所介绍的大多是很前沿的领域，但同时也提供了许多基本的背景材料。
附录中既包含了各种背景材料，也包含了对一些更为前沿课题的更详细的阐述。
因此通过适当地使用附录，可以使本书成为不同程度学生的学科教材，并且本书内容完备，自成体系
。
       本书适合研究生水平。
学生需要掌握基本的本科程度的量子力学。
固体物理和电磁场理论知识，并且最好能够先修一门光电子入门课程。
不过，附录1和3介绍了所需的大部分基础识。
因此，只要读者能够仔细研读这些附录，即使略微欠缺某些背景知识也可以使用该书。
实际上，第1章至第 章以及附录1至附录7全面地介绍了大多数种类的二极管激光器，用这些内容就可
以为那些缺乏所需背景知识的学生开设一门相对基础的课程。
也就是说，用这些内容甚至可以开设本科高年级的课程。
       另一方面，如果要用本书作为研究生高级教材，则无需包括前7个附录的内容(当然，这些内容仍可
以作为参考，随附习题也可以作为作业，以确保学生理解这些内容。
不过，附录5阐述了模式增益和损耗的定义，由于业界的很多人士对这一概念都不甚了解，因此我们
仍建议复习该附录)。
在较快地讲完前3章后，可以进入第4、5两章，这两章详细分析了增益和激光器动态。
若要更详尽地分析增益的物理机理，可以讲授附录8至附录12中的某些内容。
 引入这些内容可以为这一重要问题提供完整的分析。
      第6章至第8章分析了有关二极管激光器的各种电磁波问题，这些内容对于理解现代通信链路和网络
中采用的各类先进器件都是比较基本的内容。
不过，    把这些材料留到最后，可以使学生首先对激光器的工作原理有较为全面的理解和掌握，而不
至于被侧向波导分析所需的各种数学方法所困扰。
这样，只通过一门课程就可以获得对激光器工作性能的理解和分析能力。
第6章介绍了微扰和耦合模理论，第7章介绍了介电波导分析方法。
第6章是为了强调其内容的普遍性，我们无需了解侧向模式分布的细节就可以推导出这些非常有用的
方法。
利用这些耦合模结果，我们将再次分析光栅和DFB激光器。
 多年来，人们用来分析这些器件的主要都是这些方法。
但是，本书在第3章中，首先利用了精确的矩阵相乘方法来分析基于光栅的DFB和DBR激光器，由此所
得的近似公式与耦合模理论结果推导出的公式是一致的。
由于计算机的普及，以及采用复光栅设计的具有多个独立节段的激光器的出现，我们认为，应当把矩
阵相乘法作为主要方法传授给学生。
垂直腔激光器的出现也证实了这一方法的价值。
然而，应该认识到，耦合模理论有利于将复波导几何特性的描述简化为简单的解析公式，这对于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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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尤为有用。
第8章将前7章中的大多数知识结合起来，提供了一套相对复杂的集成光路的设计实例。
       第7章和第8章还介绍了一些基本的数值方法。
随着成本较低的工作站和相关软件的出现，这些方法在求解复矩阵方程方面的作用日益增加。
第7章为光波导分析引入了有限差分法，第8章为分析实际的PIC结构而介绍了光束传输法。
       与该领域的其他教科书不同，本书是一本工程教材。
学生在深入了解复杂的物理细节(诸如材料增益过程或者介电波导中的模式耦合)之前，首先应掌握一
些能力，即根据对物理表象的理解来解决一些实际的二极管激光器问题的能力。
这样既可以激励大家学习基础原理细节，又提供了一套工具，可以将每次学到的新知识点立刻用于解
决实际问题。
本书也注重了描述的准确性和一致性。
比如，书中仔细区分了LED和激光器的内部量子效益，计算增益时不但阐明了分析方法，而且显示了
与实验数据的一致性。
最后，我们注意将所有章节和附录中的符号保持一致，从而保证了全书内容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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