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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60年T.M.Maiman研究成功了世界上第一台红宝石（Cr抖：Al2O3）脉冲激光器，此为20世纪极重要
的发明.1961年P.A.Franken将红宝石激光入射水晶（a-SiO2），首次发现了晶体所产生的倍频效应.从此
以后，便开辟了非线性光学及其材料发展的新纪元.40多年来非线性光学晶体材料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并深入到激光技术的各个领域，现已成为激光变频、电光调制和光折变晶体记忆和存储等技术必不可
少的晶体材料.形成了非线性光学晶体材料科学分支学科.当今人类将全面地进入信息时代，非线性光
学晶体材料属于信息材料，将会对人类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人们对新型材料的探索、研究与开发
将会变得更加活跃与多样化.由中国科学院科学出版基金资助张克从、王希敏著的《非线性光学晶体材
料科学》（1996年第一版，科学出版社），列为《中日文化交流丛书》第六辑，是一部具有我国特色
的高质量专著，并具有较强的针对性、系统性与实用性，较全面地反映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的国
内外非线性光学晶体材料科学的实验与理论研究成果，并较系统地阐述了各种主要类型晶体的结构、
生长、性能和应用，并将此四者有机地结合起来，突出地论述了我国对发展非线性光学晶体材料科学
所作出的举世公认的巨大贡献，该书问世后，得到了国内外专家和广大读者的好评与称赞，对我国的
信息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近10年来，由于人类将全面进入信息时代，促成了非线性光学晶体材料科学向更新、更全面、更深层
次方向发展，由体块晶体发展到薄膜晶体、纳米晶，从单一功能晶体发展到复合功能晶体.从现成的化
合物中来寻找新型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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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第二版是在第一版基础上进行全面修改、补充、完善而成。
它既保留了第一版的成功之处和特色，又增添了若干新成果、新观点、新技术与新应用，使其内容更
丰富、更系统、更具时代性。
全书11章，主要介绍非线性光学晶体材料的理论基础、发展概况及其优质的晶体生长、各种类型非线
性光学晶体的结构、生长、性质和应用以及四者之间的有机内在联系。
与第一版相比，第二版增添了3章：激光自倍频晶体、晶体薄膜、探索新型非线性光学晶体的途径。
最后又重点地介绍了激光变频晶体、电光晶体和光折变晶体材料的应用。
全书突出地介绍了中国科技工作者在发展非线性光学晶体材料科学中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本书可供从事晶体生长、晶体物理和材料科学等领域的科研、教学、新材料研制与应用等科技人
员及大专院校有关专业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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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这样对KDP晶体生长有利。
大尺寸KDP晶体的激光损伤阈值低的原因，并不完全是由于晶体的本征阈值低，研究结果表明，当晶
体中存在着有机物时，诸如霉菌、杆菌以及其躯壳存在于晶体中，会使KDP晶体的激光损伤阈值降低
。
当一些有机微生物存在于溶液中时，这些微生物伴随着晶体生长过程便进入了晶体.这些存在于晶体中
微量有机物杂质，利用一般的物理和化学分析方法是探测不到的，只有采用生物化学的实验分析方法
才能探测到.如何防止这些有害的有机微生物进入晶体，日本sasake等采用紫外线辐照的方法来生长大
尺寸KDP晶体，紫外线辐照可减少或消除有机微生物或避免有机微生物在溶液中再繁殖.此实验结果表
明，当KDP晶体生长时，采用紫外线辐照方法可使晶体的激光损伤阈值提高2～3倍（15～20J／cm2）
，紫外线辐照与不辐照的KDP晶体样品与其激光损伤阈值的关系如图3.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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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非线性光学晶体材料科学(第2版)》是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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