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密度磁光记录技术的新进展

郑若滨 叶松林 李元密
’

t摘要 1 磁光盘 (的 ) D是可擦写存储媒

体的一大分支
,

在与相变光盘 (p C)D 争夺市场

的竞争过程 中
,

磁光技术有长 足的发展
。

本

文 主要介绍高密度磁光记录技术
,

探讨 Moo

的新进展
。

【关键词】磁光盘 高密度记录 存储媒体

1
.

引言

目前
,

微机常用存储媒体主要有如下五

类
:
软盘 ( F l o o p y D I S k ) /光 软盘 ( F l o p t i c a l

D i s k )
、

硬盘 (Ha r d D i s k )
、

CD一 R / DVD一 R
、

相

变光 盘 ( Ph a s e Ch a n g e D i s k ) / DVD一 RAM
、

磁

光盘 (Ma g n e t o 一O p t i e a l D I S k )
,

参看表 1
。

随着广大消费者对更高品质的图像
、

音响

的欣赏水平的提高和对多媒体应用的需求
,

有

更充足的存储容量和更快速的数据传输率的可

擦写媒体成为众盼所归
。

在存储媒体的发展进

程中
,

PCD
、

Dv } RAM和 MO D 脱颖而出
。

19 9 5 年 1 2 月
,

两大集团一 T o s h i b a /
`

T i me

w a r n e r 和 S o n y / p h i l i p s
达成了统一的国际

标准一DVD ( D i g i t a l V i d e o D I S e )
。

其中
,

DVD一 RAM 为 DVD 的一个分支
。

为了迎接 DVD
-

RAM 的挑战
,

面向开拓微机市场的 MOD 又东山

再起
。

正象 DVD 阵营那样
,

MOD 阵营亦分两大

集团一遵循 15 0 标准的 Fuj 1 t su 和倡导 SH

标准的 S on y
。

迫于共同利益
,

两大集团八家

日本厂商也在 19 9 6 年为统一标准而达成谅

解
,

共 同谋求大容量 MOD 的开发
。

微机常用

存储媒体对照见表 1
。

表 1 微机常用存储媒体对照

存存储媒体体 记录原理理 道定位技术术 功能能 容量量 数据传输率
}}}

软软盘盘 磁技术术 步进马达达 重写多次次 低低 ,氏
}}}

光光软盘盘 磁技术术 光伺服服 重写多次次 中中 低
}}}

硬硬盘盘 磁技术术 磁伺服服 重写多次次 较高高 高
}}}

CCCD一 RRR 光技术术 光伺服服 只写一次次 较高高 中
}}}

DDDV D一 RRR 光技术术 光伺服服 只写一次次 高高 较高
}}}

相相变光盘盘 相变技术术 光伺服服 重写多次次 高高 较高
}}}

VDDD --D RA知知 相变技术术 光伺服服 重写多次次 高高 较高
}}}

磁磁光盘盘 磁光技术术 光伺服服 重写多次次 高高 较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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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磁光关键技术

) (1磁光存储材料与相变存储材料

M D O采用特殊的磁光介质
,

该介质具有如

下特性
:
在常温弱磁场下

,

介质的磁畴有很高的

矫顽力
,

其极化方向固定
:

但在温度上升至居

里点时
,

介质磁畴矫顽力几乎趋于零
,

外界弱磁

场即可轻易地改变介质磁畴的极化方向
,

利用

磁畴的正
、

反取向以代表信息
“
O

”

和
“ l ” 。

磁光存储材料的优点是存储寿命长
,

不

具有相变材料的
“

疲劳效应
” 。

相变技术是

利用相变介质的结晶态或非结晶态来代表信

息的
“ 0 ”

或
“

1
” 。

在记录过程中
,

为了迫

使相变介质 由结晶态转变为非结晶态
,

需把

介质高温加热至熔 点后急剧冷却
,

而其逆转

变过程又需把介质重 新加热至结晶温度后缓

慢冷却
,

如此处理会 使介质明显受损而产 生

不可逆 效应 另外
,

相变介质还有一个非 晶

态快速 晶化的不稳定问题
,

限制了存取 时间

的进一步缩短
“

相 变
”

是该技术最显著的

特点
,

也是其有待改进的弱点 因此磁光 介

质引起人们重新重视

(2) 磁光记录技术

最初
,

由于强磁场高频反转不易实现
,

信

息的记录被分成独立 的三个过程
:
擦一写一

读检验 首先
,

磁场方向固定
,

激光束 以连

续恒定的高功率输出
,

使盘上所有磁畴取 向

一致
,

完成擦过程
。

然后
,

磁场反向
,

激光

束输出功率则受写入信息所调制
。

假设写入

“ l ”

时
,

激光束输 出高功 率
,

将磁 畴加热 至

居里 点
,

使磁畴取 向反转 ;写入
“
O

”

时
,

激

光束输出低功率
,

磁畴取 同保持 最 后为读

检验过程
,

即磁光读出

为了提高存取速度
,

实现信息的直接重

写
,

光强调制和磁场调制技术应运而生
。

a
.

光强调制技术

该技术采用改进了的三光束双物镜光头

和双磁场磁头
。

擦
、

写
、

读三光束保证了擦
、

写
、

读校验三过程的并行处理
,

其中一物镜

用于擦
,

另一物镜用于读写
。

另设置两个磁

场一初始化磁场和偏置磁场
。

而介质结构采

用双层磁光薄膜结构
:

记录层为高矫顽力低

居里点磁性层
:

辅助层为低矫顽力高居里点

磁性层
,

起偏磁作用
。

原理如图 1 所示
。

对

于辅助层
,

当激光束以强功率将该层的磁畴

加热至居里点
,

磁畴取 向按偏置磁场方向偏

转
,

当激光束以弱功率照射时
,

则磁畴取 向

保持与初始化时一致
。

对于记录层
,

由于居

里点低
,

故无论激光功率的强弱
,

磁畴都处

于顺磁状态
,

激光撤除 后
,

磁化方向跟随辅

助 层的磁化
一

方向

b
.

磁场调制技术

该技术 由于 采用 了轻 巧的 磁头
,

且 偏转

磁场强度较低
,

故使得磁场的高频反转成 为

可能 在记录时
,

激光束输出连续恒定的高

功率
,

而受写 入信息调制的则是磁场
,

通过

磁 场偏转方 向的变 化动态地 改变磁 畴的取

向
,

从而实现直接重写 介质则采用居里点

较低的磁光材料
,

提高了记录灵敏度

(3 )磁光读出技术

MOO 主要利用基 于透射光的法拉第效应

( F a r a d a y E f f o c t ) 和基十反射光的克尔效应

(K e r r E f f e c t) 来检测磁畴的极化方向
一

般认为利用克尔效应的存储材料成本

较低
.

较 易实现 其 原理如下
:

激光束经偏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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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器得到线性偏振入射光
,

在磁性介质上反

射后
,

反射光的偏振面将因磁畴 的不同取向

高密度磁光记录技术的新进展

而产生顺时针或逆时针的偏转
,

利用检偏器

最终分辨出盘片上相应的
“
0

” 、 “ l ”

信息
。

而而而
人人人人 人人

工工工圈圈 ttt 团团圈圈口口国国圈圈圈圈国国导导匣匣
圈圈圈国国 ttt 圈圈圈圈围围国国网网冈冈国国导导压压

落己录层

辅助层

导 、 ,

口
先行初始化磁场

,

l
eeJ场

1
1;
,̀

一磁
!
斗

`̀
一置

!
偏

图 l 光强调制技术原理图

3
.

高密度磁光记录技术的新进展

( 1) S o n y 公司的 LSM记录技术

传统的磁场调制技术 由于在相邻的记录

域间有较大 的磁化过渡区
,

而导致 了记录有

较大 的偏差
,

光强调制则 由于采用三级激光

功率控制而有较 小的功率极 限
,

因此制约 了

存储容量和存取速度的提高
。

对此
,

S on y 公 司 提 出 了激 光 选 通 磁

(L a s e r S t r o b e Ma g n e t i 。 Ls M)记录技 术
,

原

理如图 2 所示
。

首先
,

在激光二极管截止期

间 (t
〕
)

,

磁场增强至正峰值
。

当激光二极管导

通 1 0 ns (t : )
,

第一个磁畴 d l
瞬间形成

。

然后
,

在激光二极管再次截止期间 ( t 3 )
,

磁场降至负

峰值
。

当激光二极管再次导通 10 n s (4t )
,

第

二个磁畴 d :
形成… … 由于磁畴边界并不受磁

场瞬变的影响
,

而是 由激光照射的选通输出

时序决定的
,

因而磁记录域有最小偏差
。

应

该指出的是
,

当前一个磁畴刚形成就将被后

一个磁畴所部分覆盖
,

从而获得比激光束光

点本身更小 的位长
,

明显增加 了记录的 密

度
。

(2 ) hs ar p 公 司 纹 间 表面 / 纹 道 凹 棺

(L a n d / G r o o v e )记录技术

光盘 系统中
,

驱动盘片的马达通 常采用

恒定线速度 (CVL ) 的控制方式
。

传统 的可 记

录光盘如 CD一 R 和 沁 (M i n i D I S e )用的是径向

纹道凹槽槽壁两面 不均匀波动的光盘格式
,

靠这种不均匀波动槽壁提供维持马达线速度

恒定的时钟信号
。

在这些光盘 中
,

纹间表面

不做记录用
,

因为在这种物理格式下
,

对纹

间表面进行存取时
,

不均匀槽壁上的波动信

号就可能会丢失
。

为了能够更有效地提高盘

表面积的利用率
,

就需要有一种新的光盘格

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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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圈

线圈电流
线 圈电流 (数据信号 )

选通时钟

i己录轨迹 ( t l )

i己录轨迹 ( t 2 )

i己录轨迹 ( t 3 )

喀己录轨迹 ( t ) 4

图 2 L SM记录原理简单模型

Sh a r p公司提出了一纹道凹槽槽壁仅单

面不均匀波动的物理格式
,

如图 3 所示
,

使得

纹间表面亦能记录信息
。

该盘片在硬格式化

时
,

时钟信号和寻址信号一同被调制编码
。

在该格式下
,

有相同不均匀波动槽壁的纹间

表面和纹道凹槽具有相同的物理扇区地址
,

通过纹间表面和纹道凹槽之间不同的特征信

号可再将同一场物理扇区地址分配成不同的

逻辑扇区
,

如图 4 所示
。

图 3 纹道凹槽单面槽壁不均匀波动盘片

物理扇 区

物理地址
心二纹道凹槽
心口纹间表面

卜卜 月月

PPPPP aaa Pa + 111

PPPPP aaa P a + 111

逻辑扇 区

逻辑地址
L if + 1

Lm + 1

L fl + 2

L田十 2

L n + 3

L口 + 3

L n + 4

Lm + 4

心习纹道凹槽
心〕 纹间表面

nLù伽

图 4 纹道凹槽单面槽壁不均匀波动盘片扇区格式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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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y b e rs e t 虚拟演播系统的构成和应用

李关花 潘伟丽 耿晓卫

[ 摘要 ] 本 文 介 绍 了 ORA D 公 司 的

C y b e s e rt 虚拟演播系统的构成
、

特点和应

用
。

[关键词 ] 虚拟演播 e y b e rs e t 系统

D e p t 卜K e y (深度键 ) 前景 (主持人 ) 三维

虚拟背景 S TE AD IC胡 光学机 械传感 器

图形识别

目前
,

科学技术已经进入飞速发展的时

代
,

计算机作为这个时代的宠儿
,

正在逐渐

深入到各个领域
。

在电视行业中
,

计算机作

为视音频处理的辅助 设备
,

为我们制作出优

秀节目起到 了越来越大的作用
。

随着知识经

济时代的到来
,

对电视工作者使用计算机技

术的要求将会越来越高
。

我们 目前使用 的

c y b e r s e t 虚拟演播系统就是利用计算机技术

改变 传统演播 室制作 的实 例
。

本文将介绍

Cy b e r s e t 虚拟演播系统的构成和应用
。

一
、

c y b e r s et 虚拟演播系统的主要

功能和特点

电视技术工作者都知道
,

虚拟演播系统

是能把演播室在全蓝背景中的主持人与计算

机生成的三维虚拟场景完美融合在一起的系

统
。

这个系统可以用建模软件控制合适的贴

图
、

灯光
、

模型等参数
,

给场景中的物体贴

图
、

加光影和润色
。

奋 一 一 . 一 一 , 一 一 , 一 一 ~ 一 一 ~ 一 - ~ ~ 一 ~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一 ~ 一 一 - .

4
.

结束语

在 Dv D 的 技 术 规 范 统 一 过 程 中
,

uF j i t s u,/ So n y 公司曾对 VD D- RA” 的写入方法采

用磁光技术寄以厚望
。

虽然后来 To s
ih ab 公司

的相变技术成了 DV卜 RAM 的技术规范
,

但 朋 D

阵营的一些新的大容量高密度记录技术仍在继

续研究
。

况且 VD --D l认朋与 MOD今后究竟谁主沉

浮尚难定论
,

而且 MOD 的某些记录技术也可以

为 DV’D 所借鉴
,

以进一步提高 DVD 的容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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