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５期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４９１　　 　

·研究进展·

人工微结构光场调控的研究进展

李占成１＊ 刘兆庆２＊ 程　化１ 田建国１ 陈树琪１，３＊＊

（１．南开大学物理科学学院，天津３０００７１；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科学传播中心，北京１０００８５；

３．山西大学极端光学协同创新中心，太原０３０００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８－０８；修回日期：２０１８－０９－０４

　　＊ 共同第一作者

　　＊＊ 通信作者，Ｅｍａｉｌ：ｓｃｈｅｎ＠ｎａｎｋａｉ．ｅｄｕ．ｃｎ

［摘　要］　人工微结构是增强光与物质相互作用的重要物理体系之一，为光物理与光子学技术的

发展提供了全新的机遇和广阔的前景。利用人工微结构实现光场多维度精确调控及其与物质相互

作用研究是物理科学研究的前沿，也是未来多学科跨越式发展的重要基础。本文系统介绍了我们

在人工微结构光场偏振态、相位、振幅和多维度联合调控方面取得的最新研究进展，展示了人工微

结构在光场调控研究领域巨大的研究潜力和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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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现对 光 与 物 质 相 互 作 用 有 效 操 控 的 基 础

上，获得具有特定功能的光学器件 是 光 学 研 究 领 域

科研工作者长久以来的共同愿望。受益于新世纪以

来微纳加工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们 现 在 可 以 利 用 人

工微结构实现全新的光学功能和光学现象。借助于

亚波长的尺度优势，人工微结构集 合 了 光 学 介 观 体

系丰富的物理机理、有力的光参量调控手段，为实现

对光与物质相互作用的有效操控提供了一种全新的

方式。不同于自然界中传 统 的 光 学 材 料，人 工 微 结

构的光学响应主要取决于其本身的几何结构而非其

构成成分，因而其能够具有自然界 中 现 有 材 料 所 不

具有的全新光学性质，产生自然界 中 不 存 在 的 全 新

光学现象。人工微结构丰富独特的物理特性及其对

光场的灵活调控能力使其在隐身 技 术、超 分 辨 成 像

技术、生物传感技术、微波 和 太 赫 兹 器 件、光 学 与 量

子信息技术等诸多领域具有重要 的 应 用 前 景，近 些

年成为微纳光子学研究领域的热 点 方 向，为 新 时 代

光物理与光子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全新的机遇和广

阔的前景。
实现光场在微 尺 度 下 的 有 效 操 控，获 得 具 有 特

定功能的小型化、轻质化和集成化 的 全 新 光 学 器 件

对于拓展光学在化学、生命科学与医学、材料科学和

信息通信等领域的应用具有重要 意 义，是 目 前 光 学

研究领域的核心科学问题。人工微结构可以在亚波

长尺度下 通 过 对 结 构 的 有 序 设 计 实 现 对 光 场 偏 振

态、相位和振幅等多个 维 度 的 有 效 操 控。作 为 光 场

调控的有效手段，人工微结构在 相 关 研 究 领 域 中 逐

渐凸显出其重要的研究地位和广阔的应用前景。本

文将系统介绍我们在人工微结构光场偏振态、相位、
振幅和多维度联合调控方面取 得 的 最 新 研 究 进 展，
展示人工微结构在光场调控研究领域重要的研究地

位和广阔的应用前景，并展望人 工 微 结 构 光 场 调 控

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势。

１　人工微结构光场偏振态调控

偏振态是光场 的 一 个 重 要 参 量，实 现 对 光 场 偏

振态的有效调控在立体成像、液晶显示、光纤通信和

传感等领域具有 重 要 的 应 用 价 值［１］。新 世 纪 以 来，
随着信息光学与集成光子学的 发 展，实 现 偏 振 光 学

元件的小型化、集成化，拓宽偏振光学元件的工作频

率范围成为了微纳光学研究领域亟待解决的关键问

题之一。我们立足于解 决 这 一 关 键 问 题，对 人 工 微

结构光场偏振态调控的相关问 题 进 行 了 系 统 研 究，
提出了光场偏振态操控的全新 方 法，实 现 了 对 光 场

偏振态的多种操控［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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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基于正交偏振的非手性旋光

旋光是指光场经过介质后偏振方向以传播方向

为轴发生一定角度偏转的现象，多 发 生 于 自 然 界 的

手性介质中。自然界中手性介质的旋光程度取决于

光场在介质中的传播距离，改变光 场 在 手 性 介 质 中

的传播距离或选取不同的手性介质是调节旋光大小

的主要方式。我们利用人工微结构在亚波长尺度下

直接操控光场相位的方式，在非手 性 人 工 微 结 构 中

实现了可控 旋 光［３］。相 比 于 传 统 的 旋 光 方 式，这 种

非手性人工微结构可以通过对微结构单元结构参数

的有序设计，实现对旋光度大小更加直接、灵活的控

制。如图１所示，通过对两 个 矩 形 十 字 镂 空 微 结 构

单元的结构参数进行精确设计，入 射 线 偏 振 光 场 经

过两个微结构单元后可以被分别转换为左旋和右旋

圆偏振出射光场。当微结构单元的结构参数发生变

化时，两个出射正交圆偏振光场间 的 相 位 差 随 之 改

变。因此可以通过对微结构单元结构参数的设计实

现连续可控的旋光现象。我们证明了这种非手性人

工微结构单层设计，可以实现３°到４２°之间的任意

角度旋光，而利用少层人工微结构 设 计 我 们 可 以 进

一步实现０°到９０°之间的任意角度旋光。我们提出

的这种新的旋光理论具有广泛的 适 用 性，完 善 和 补

充了现阶段的旋光理论，在纳米光 学 和 光 子 学 方 面

具有很高的潜在应用价值。

图１　（ａ）可调谐旋光现象的理论示意图，（ｂ）非手性

人工微结构旋光过程示意图，（ｃ）４个非手性人工微

结构样品的ＳＥＭ图，（ｄ）４个样品旋光程度的实验

测量结果，入射光场线偏振角度为４５°［３］

１．２　宽带的圆偏振与线偏振光转换器

在传统光学中，人 们 通 常 利 用 晶 体 或 者 液 晶 中

的双折射效应实现光场线偏振与圆偏振态间的相互

转换。因此传统的晶体光学元件的厚度相比于入射

光场的波长要大的多，其在工作 频 率 范 围 和 组 成 材

料选择上也具有较多的限制。人工微结构中光场线

偏振态与圆偏振态间的相互转换不再依赖于光程差

的累积。利用微结构的 各 向 异 性 光 谐 振 模 式，人 们

在亚波长尺度下就可以实现光场线偏振态与圆偏振

态间的相互 转 换［４－７］。我 们 提 出 了 一 种 超 薄 纳 米 天

线人工微结构阵列，通过对单个 纳 米 天 线 微 结 构 在

两个垂直方向上光学响应的巧 妙 设 计，在 近 红 外 波

段透射模式下实现了宽带高效率的光场线偏振态与

圆偏振态间的相互转换［８］。所设计的人工微结构在

１　１００ｎｍ 到２　０００ｎｍ 波 段 范 围 内 可 以 使 透 射 光 场

在两个垂直方向上产生９０°的相位差，如图２所示。
该设计在１　１００ｎｍ 到２　０００ｎｍ波段范围内可以实

现效 率 高 于４０％的 光 场 圆 偏 振 态 到 线 偏 振 态 的 转

换，同时在１　１７０ｎｍ到１　５９０ｎｍ波段范围内其还可

以实 现 效 率 高 于３０％的 光 场 线 偏 振 态 到 圆 偏 振 态

的转换。同时我们还证明了所设计的人工微结构的

光学响应 在 微 结 构 的 结 构 参 数 有 限 变 化 时 保 持 稳

定，因此该设计为近红外波段透 射 模 式 下 光 场 圆 偏

振与线偏振态间的相互转换提供了一种有效方式。

图２　（ａ）人工微结构设计的示意图，透射光场在两个

垂直方向上的（ｂ）透射率和（ｃ）相位差［８］

１．３　新型人工微结构二分之一波片设计方法

在亚波长尺度下实现传统二分之一波片所具有

的光学功能是微尺度光场偏振 态 调 控 的 基 本 需 求。
目前，利用单层金属人工微结构 中 的 各 向 异 性 光 谐

振模式很难在透射模式下实现对光场两个垂直分量

间１８０°的相位 延 迟。因 此 具 有 与 传 统 二 分 之 一 波

片类似光学功能的金属人工微结构设计多在反射模

式下工作［９，１０］。日 本 信 州 大 学 的 Ｎａｋａｔａ教 授 等 人

利用双层人工微结构设计在太赫兹波段透射模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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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了类二分之一波片的光学功能［１１］，但是该设计

只能在单一波段工作。能否利用人工微结构在透射

模式下宽波段范围内实现传统二分之一波片所具有

的光学功能是人工微结构光场偏振态调控研究中亟

待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围 绕 这 一 问 题，我 们 基 于 单

层交错纳米天线人工微结构阵列，提 出 了 一 种 具 有

广泛适用性的人工微结构二分之 一 波 片 设 计 方 法，
实现 了 偏 振 转 换 角 与 波 长 无 关 的 宽 带 二 分 之 一

波片［１２］。

如图３所示，所 设 计 的 人 工 微 结 构 中 的 每 一 个

纳米天线微结构都具有类似于传统偏振片的光学响

应，其通光方向沿纳米天 线 短 轴 方 向。通 过 在 每 一

列将两个 旋 转 角 度 不 同 的 纳 米 天 线 微 结 构 交 错 排

列，可以使得出射光场的偏振方向 与 入 射 光 场 的 偏

振方向关于两个纳米天线夹角的垂直平分线镜像对

称，因而可以实现对任意线偏振光的偏振角进行从θ
到－θ的 转 化。与 此 同 时，在 保 证 每 一 列 的 交 错 纳

米天线微结构间夹角不变的前提 下，通 过 连 续 改 变

每一行中微结构的旋转角度可以进一步实现对出射

转化光场波矢的控制，进而使得出 射 转 化 光 场 与 出

射原偏振光场分离。我们所设计的人工微结构实现

了传统二分之一波片所具有的光 学 功 能，且 由 于 转

化光场与原偏振光场分离，因此出 射 转 化 光 场 具 有

极高的线偏振度。我们所提出的这种设计方法具有

广泛的适用性，为人工微结构二分 之 一 波 片 的 设 计

提供了一种通用方法，在光子学领 域 具 有 非 常 广 泛

的应用前景。

图３　（ａ）人工微结构二分之一波片设计原理图，
（ｂ）微结构样品ＳＥＭ图，（ｃ）转化光场的偏振角与

线偏度随入射光偏振角的变化，（ｄ）实验得到的

转化光场的透射强度随探测角的变化［１２］

１．４　线偏振垂直转化与非对称透过现象

线偏振光场偏振垂直转化是指具有特定偏振方

向的入射线偏振光场经过介质后偏振方向旋转９０°
的现象，是人工微结构光场偏振 态 调 控 的 主 要 研 究

内容之一。单层人工微结构对于线偏振光场的偏振

转化能力非常有限，例如Ｌ型人工微结构仅能实现

对入射线偏振光场偏振方向小于４５°的偏转［１３］。因

此目前人工微结构中线偏振光场偏振垂直转化的实

现多基于 少 层 结 构 设 计［１４，１５］。能 否 利 用 单 层 人 工

微结构设计实现线偏振光场偏振垂直转化引起了相

关研究人员的极大兴趣。我们提出了一种实现线偏

振光场偏振垂直转化的全新理 论，基 于 具 有 各 向 异

性光学响应的单层双Ｆ型人工微结构在太赫兹波段

实现了宽带的线偏振光场偏振近垂直转换［１６］。

图４　（ａ）单层线偏振光场偏振垂直转换器的结构示意图，
（ｂ）偏振转换角度和偏振转换率（ＰＣＲ）随入射频率的

变化［１６］（ｃ）偏振方向沿ｘ轴的线偏振光从两个方向

入射到双层人工微结构上时，对应透射谱的

数值模拟和（ｄ）实验测量结果［１８］

如图４（ｂ）所示，在０．８７—１．４７ＴＨｚ波 段 范 围

内，线偏振 光 场 的 偏 振 偏 转 角 度 大 于７５°，在０．９２
ＴＨｚ和１．３８ＴＨｚ两个波段下线偏振光场的偏振偏

转角度分别达 到 了８８°和８７°。在 所 设 计 的 微 结 构

中，偏振与入射光场方向相同的 分 量 在 近 场 干 涉 相

消，而结构弯折处电流环路激发 的 偏 振 垂 直 于 入 射

光场的分量能够传播到远场，进 而 实 现 了 线 偏 振 光

场的偏振近垂直转化。该理论对于人工微结构光场

线偏振 态 控 制 具 有 广 泛 的 适 用 性。在 该 研 究 方 向

上，我们还提出了一种增强单个Ｌ型微结构线偏振

转换能力的全新方式，通过将Ｌ型结构与纳米天线

阵列相组合，在近红外１　０００ｎｍ宽的波段范围内实

现了转换效率 高 于９５％的 线 偏 振 光 场 偏 振 垂 直 转

化［１７］。同时，我们发现在这种由Ｌ型结构与纳米天



　

　４９４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２０１８年

线阵列组合而成的双层人工微结 构 中，线 偏 振 垂 直

转化的效率在两个入射方向上是不同的。基于这一

特点，我们利用相似设计在近红外 波 段 实 现 了 宽 带

的线偏振光非对称单向透过现象，如图４（ｃ）和４（ｄ）
所示［１８］。该设 计 为 光 波 波 段 线 偏 振 光 场 非 对 称 单

向透过现象的产生提供了全新且 有 效 的 设 计 方 式，
在光场偏振转换、类二极管光器件设计、超快光信息

传输以及光学互连等方向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我

们还在实验上证明了该设计中非对称单向透过现象

的效率并不会受到两层微结构间 对 齐 程 度 的 影 响，
因此大大降低了该类人工微结构设计对制造工艺的

要求，为该类设计的实际 应 用 提 供 了 便 利。在 此 基

础上，我们还进一步实现了圆偏振 光 场 的 非 对 称 单

向透过，并通过在人工微结构中采 用 石 墨 烯 材 料 实

现了对圆偏振光场非对称透过现场产生波段的动态

调谐［１９，２０］。

图５　（ａ）石墨烯人工微结构实现对反射光偏振态动态

调控的示意图，（ｂ）不同外加电压下，反射光场对应的

反射谱和（ｃ）Ｓ３参数，（ｄ—ｆ）３个特殊外加电压下，
入射光场（红色）与出射光场（蓝色）的偏振态［２１］

１．５　光场偏振态动态调控

实现对光场偏 振 态 的 动 态 控 制 在 信 息 光 学、防

伪成像等领域具有广泛应用前景，是 光 学 系 统 功 能

集成化的必然要求。我们通过将石墨烯材料引入人

工微结构设计当中，在中红外波段 实 现 了 对 光 场 偏

振态的动态连续控制，如图５所示［２１］。在所设计的

人工微结构中，金属矩形镂空微结 构 具 有 各 向 异 性

的光学响应，仅对入射光场ｙ方向电场分量会产生

显著的近场增强作用。因此通过将矩形镂空结构与

单层石墨烯结合，可以有效地增强 单 层 石 墨 烯 与 光

场ｙ方向电场分量的相互作用强度。通过外加电压

改变石墨烯费米能级的方式，可以 进 一 步 对 石 墨 烯

的光学响应进 行 控 制，从 而 有 效 地 改 变 出 射 光 场ｙ

方向电场分量的相位，进而实现 对 出 射 光 场 在 左 旋

偏振态，垂直线偏振态与右旋偏 振 态 之 间 连 续 变 化

的控制。该设计可以应用于光信息传输中的偏分多

路复用技术中，在光通信与光编 码 领 域 具 有 广 泛 的

潜在应用价值。与此同 时，我 们 应 用 石 墨 烯 光 学 响

应的可调 控 特 性，基 于Ｌ型 石 墨 烯 微 结 构 设 计 在

反射模式下实现了光场的线偏振垂直转化，并通 过

改变石墨烯的 费 米 能 级 实 现 了 对 其 工 作 波 段 的 动

态调控［２２］。此外，我 们 还 提 出 了 一 种 单 层 石 墨 烯

十字天线微结构，实现了线偏振光的偏振旋转和 从

线偏振光到圆 偏 振 光 和 椭 圆 偏 振 光 的 光 偏 振 动 态

转化［２３］。

２　人工微结构光场相位调控

在传统光学中，人 们 多 通 过 控 制 光 场 在 具 有 不

同折射率的介质中的传播光程来实现对光场相位的

有效控制。与传统的光 场 相 位 调 制 器 相 比，人 工 微

结构可以在亚波长尺度下利用 共 振 相 位、几 何 相 位

和传输相位３种不同的相位调控原理实现对光场相

位０—２π的 任 意 控 制［２４］，相 关 研 究 对 于 光 信 息 传

输、计算全息和超分辨成像等领 域 的 发 展 具 有 重 要

意义。我们围绕如何提高人工微结构光场相位调控

效率，以及如何在大入射角度下 实 现 对 光 场 相 位 的

有效调控等问题在微尺度光场相位调控领域开展了

系列研究。

２．１　人工微结构光场相位调控效率的有效提高

人工微结构中对圆偏振光场相位的调控多基于

几何相位原理，人们在设计上通 过 对 金 属 单 棒 微 结

构的简单旋转就能够实现对圆偏振光场相位０—２π
的任意控制［２５］。当 左 旋（右 旋）圆 偏 振 光 场 入 射 到

旋转角度为θ的 金 属 单 棒 微 结 构 上 时，出 射 的 右 旋

（左旋）偏振光场将会产生－２θ（２θ）的相位延迟。因

此基于几何相位原理的人工微结构对于圆偏振光场

相位的调控效率主要决定于微结构的圆偏振垂直转

换效率，即出射光场中旋性与入 射 光 场 正 好 相 反 部

分所占的比例。然而，由 于 金 属 单 棒 微 结 构 的 光 学

响应与传统的偏振片相类似，因 此 其 圆 偏 振 垂 直 转

换效率的理论上限不高于２５％，而在已有的工作报

道中其效率 多 低 于１０％［２６，２７］。我 们 在 提 出 多 棒 能

级杂化及镜像理论的基础上，通 过 增 加 微 结 构 单 元

中金属棒的数量将几何相位的调控效率提高至理论

极限，同时有效地扩宽了微结构的响应带宽，如图６
（ａ）和６（ｂ）所示［２８］。我们所提出的镜像理论为几何

相位的物理图像提供了更为直 观 的 解 释，大 大 方 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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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研究者对几何相位的 进 一 步 应 用。另 一 方 面，我

们基于矩阵光学的基本理论，证明 了 具 有 近 似 于 二

分之一波片光学响应的人工微结构可以实现效率趋

于１００％的几 何 相 位 控 制。在 此 基 础 上，我 们 提 出

了一种全新的金属棒微结构设计，通 过 增 加 金 属 棒

的厚度产生了新的共振模式，进而在１　０６７ｎｍ波长

下实现了对入射光场在金属棒长轴方向上π的相位

延迟。所设计的金属棒微结构具有类似于二分之一

波片的光学响应，利用由其组成的 相 位 梯 度 渐 变 微

结构阵列可以实现效率高 于７０％的 光 子 自 旋 霍 尔

效应，如图６（ｃ）和６（ｄ）所 示［２９］。我 们 所 提 出 的 理

论分析和金属 棒 微 结 构 的 全 新 设 计 方 式 在 光 子 自

旋操控 的 相 关 研 究 领 域（光 通 信、光 分 束、光 自 旋

选择、光自旋选择 全 息 成 像）中 都 具 有 重 要 的 应 用

价值。

图６　（ａ）入射光波长为９００ｎｍ时，４种结构单元包含不同

个数金属棒的人工微结构设计的几何相位调控效率的

归一化对比，（ｂ）不同波长下４种人工微结构设计中

偏振垂直转换光的振幅透过率［２８］（ｃ）相位梯度渐变金属

棒微结构阵列中光子自旋霍尔效应（ＰＳＨＥ）的示意图，
（ｄ）具有不同相位梯度的金属棒微结构阵列中

光子自旋霍尔效应的产生效率［２９］

２．２　基于角度弱依赖相位调控实现傅里叶微透镜

傅里叶变换作 为 光 通 信 领 域 的 基 础 理 论 之 一，
在民用与军用领域均有重要的研 究 意 义 与 应 用，如

压缩感知、图像传输等。所谓傅里叶透镜，就是可以

对前焦平面的入射光场进行傅里叶变换并将变换结

果呈现在后焦平面上的透镜。传统的傅里叶透镜主

要利用厚度缓慢变化的薄透明介 质 实 现，通 过 控 制

傍轴条件下光场经过不同厚度介质所积累的相位差

来调控相位。因此传统的傅里叶透镜多在傍轴条件

下工作，数值孔径难以提 高。由 复 杂 透 镜 组 构 成 的

傅里叶透镜虽能突破傍轴条件，但 是 这 种 设 计 大 大

增加了生产成本与透镜体积。人工微结构可以在亚

波长尺度下实现对光场相位的 有 效 控 制，因 此 利 用

人工微结构可以方便地实现传统透镜所具有的光学

功能［３０，３１］。然而 目 前 已 有 的 人 工 微 结 构 透 镜 多 用

于成像，适用于大角度（大于３０°）入射光场的高效率

傅里叶透镜还未被实现，这主要 是 由 于 在 现 有 的 人

工微结构透镜设计中单个结构单元对光场的相位调

控多依赖于光场的入 射 角 度。因 此，利 用 人 工 微 结

构实现角度弱色散的光场相位调控对于微尺度下傅

里叶透镜的设计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基于高折射率

电介质波导的模式保护性质，利 用 一 系 列 具 有 相 同

高度和不同宽度的电介质波导微结构实现了角度弱

色散的光场相位调控，并进一步 通 过 相 位 角 度 函 数

的一阶近似方法，实现了高数值 孔 径 的 傅 里 叶 微 透

镜，如图７所示［３２］。该透镜突破了传统傅里叶透镜

的傍轴约束条件，对于入射角度在０°到６０°之间的

光场都有较好的傅里叶变换能 力，且 其 工 作 波 段 覆

盖了１　１００ｎｍ到１　７００ｎｍ的宽波段范围。我们提出

的角度弱色散光场相位调控方法为进一步研究突破

衍射极限的微透镜以及集成化多功能光子学微系统

奠定了良好基础。

图７　（ａ）傅里叶微透镜样品的ＳＥＭ图像，（ｂ）不同

波长及入射角度下的傅里叶透镜透射场强度分布，
（ｃ）１　５００ｎｍ光场沿不同角度入射时，焦点截面的

光场强度和空间位置［３２］

２．３　人工微结构相位调控的动量分析新方法

近来，人工微结 构 光 场 波 前 调 控 在 计 算 全 息 和

多路复用 领 域 取 得 了 广 泛 的 应 用［３３，３４］。基 于 惠 更

斯－菲涅尔原理和傅里叶分析方法，人们通过对人工

微结构阵列中每一基本单元对光场相位延迟的精确

设计，有效 地 实 现 了 对 光 场 波 前 的 任 意 控 制［３５，３６］。
利用亚波长尺度人工微结构产生的离散相位分布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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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合连续性相位分布进而调控光场波前是目前人工

微结构光波前操控的主要研究思路。这一准连续假

设的有效性通常由亚波长条件来 保 证，即 微 结 构 的

尺寸大小小于波长即可。然而当相邻微结构单元对

光场产生的相位延迟差异较大时，或 者 当 微 结 构 单

元的尺寸接近甚至大于波长时，准 连 续 假 设 就 不 再

适用了。我们基于人工微结构相邻单元间弱耦合这

一基本假设，在数学上利用矩形函 数 提 出 了 微 结 构

单元的光响应函数，并进一步得到 了 基 于 傅 里 叶 理

论的针对人工微结构的衍射分析 新 方 法，如 图８所

示［３７］。通过将微结构的关键参数简化成响应强度、
相位延迟和等效尺度３个参量，并 进 一 步 通 过 对 所

有微结构单元的散射场进行叠加 处 理，我 们 给 出 了

相邻单元间弱耦合的人工微结构在实空间以及动量

空间的衍射函数。基于对人工微结构动量空间衍射

函数的分析，我们提出了人工微结 构 光 场 波 前 操 控

设计的４个重要指导原 则。特 别 地，我 们 提 出 了 收

敛性条件，补全了之前领域内研究 中 普 遍 采 用 的 亚

波长条件的不充分性。我们基于提出的衍射分析方

法，设计和实现了多种功能性人工微结构超透镜；同
时，我们还将该理论应用于国际同行的研究工作中，
通过将我们的理论模型、同行的实 验 结 果 和 数 值 模

拟结果进行对比，验证了所提出的 衍 射 分 析 方 法 的

普遍适用性。我们所提出的人工微结构衍射分析方

法为人工微结构波前控制的相关研究提供了一个广

阔平台，在光子学领域、微纳信息领域有广泛的应用

前景。

图８　（ａ）相邻单元弱耦合的人工微结构的光场散射

模型，（ｂ）人工微结构衍射分析球，（ｃ）设计的凹凸

双透镜的透射光电场分布图，（ｄ）设计的五焦点透镜

的光场强度分布［３７］

２．４　石墨烯人工微结构深亚波长尺度下 的 光 场 相

位调控

　　在 基 于 金 属 或 电 介 质 材 料 的 人 工 微 结 构 设 计

中，基本微结构单元的尺寸多介 于 八 分 之 一 到 二 分

之一波长之间，因此无法实现对 光 场 相 位 在 深 亚 波

长尺度下的有效控制。在 近 红 外 波 段，我 们 发 现 基

于石墨烯材料设计的人工微结构中基本结构单元的

尺寸可以趋于八十分 之 一 波 长。因 此，石 墨 烯 人 工

微结构为中红外波段深亚波长尺度下光场相位的任

意调控提供了一种有效方式。我们提出了一种由石

墨烯微十字天线组成的相位梯度渐变人工微结构阵

列设计，在中红外波段透射模式 下 实 现 了 工 作 波 长

可调的圆偏振异常透射光场的生成，如 图９（ａ）和９
（ｂ）所示［３８］。通 过 对 石 墨 烯 费 米 能 级 的 连 续 改 变，
可以在单一波 长 下 实 现 对 异 常 折 射 效 率 的 控 制 以

及在宽波 段 下 实 现 对 异 常 光 束 产 生 波 段 的 调 控。
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设计了具有不同相位渐 变

梯度的石墨烯人工微结构阵列，在中红外波段反 射

模式下实现了 多 角 度 和 大 角 度 的 圆 偏 振 光 场 异 常

折射，如图９（ｃ）和９（ｄ）所 示［３９］。同 时，利 用 该 微

结构设计我们还实现了拓扑荷数高达１５的涡旋 光

场的生成。利用 石 墨 烯 人 工 微 结 构 实 现 对 光 场 深

亚波长尺度下的有效控制，进而实现大角度光场 异

常折射和 高 阶 涡 旋 光 束 生 成 在 信 息 光 学、偏 振 分

束、高数值孔径超透镜的研发等领域具有重要的 应

用价值。

图９　（ａ）相位梯度渐变石墨烯人工微结构阵列的示意图，
（ｂ）异常折射效率与入射光场波长和石墨烯费米能级的

关系［３８］（ｃ）反射式石墨烯人工微结构阵列的示意图，
（ｄ）具有不同相位渐变梯度的石墨烯人工微结构阵列中

的光场异常折射现象［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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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人工微结构光场振幅调控

实现 对 光 场 振 幅 的 任 意 控 制 在 传 感、储 能、成

像、照明、通信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人工微

结构实现了亚波长尺度下的光与 物 质 的 相 互 作 用，

为光场振幅调控提供了新的有效手段。探索人工微

结构中光与物质相互作用的新物 理、实 现 对 光 场 的

完美吸收，选择透过或反射是人工 微 结 构 光 场 振 幅

调控的几个热门研究方向。了解人工微结构中光与

物质的相互作用方式是拓展其在光场振幅调控方向

应用的前提条件，而利用人工微结 构 实 现 对 光 场 的

选择性吸收、透射和反射在光储能、光滤波和光成像

等领域具有非常重要的实际应用价值。我们在相关

方向开展了系列工作，获得了一系列重要结果。

３．１　多重法诺共振与偏振无关等离子激 元 诱 导 透

明的实现

　　高品质因子光学谐振器在非 线 性 光 学、生 物 传

感、光学开关、激光和手性光学研究领域扮演着非常

重要的角 色［４０，４１］。法 诺 共 振 是 高 品 质 因 子 光 学 谐

振器设计的有效方式之一，主要通 过 两 个 阻 尼 系 数

相差较大且分别具有宽带和窄带光学响应的谐振器

间的相互 耦 合 来 实 现［４２］。利 用 人 工 微 结 构 可 以 在

亚波长尺度下实现光学谐振器的 有 效 设 计，因 此 为

法诺共振的实现提供了一种全新方式。我们基于非

对称电介质人工微结构，设计了一 种 能 产 生４个 高

品质因子法诺峰的共振器件，如图１０（ａ）和１０（ｂ）所

示［４３］。其品质因 子 最 大 可 达 到１０５量 级，调 制 深 度

可接近１００％。该器件可以被应用于折射率传感研

究，其敏感度可达３７０ｎｍ／ＲＩＵ，灵敏值（ＦＯＭ）可达

２　８４６。

图１０　（ａ）具有多重法诺共振的电介质人工微结构示意图，
（ｂ）非对称电介质人工微结构产生的４个高品质因子的

法诺峰［４３］（ｃ）Ｃ４对称人工微结构设计中的等离子激元

诱导透明现象与对应的四能级理论模型［４６］

等离子激元诱导透明效应是一种特殊的法诺共

振现象，一直被研究者认为只能 存 在 于 非 对 称 的 人

工微结构设计当中，因此人工微 结 构 中 等 离 子 激 元

诱导透明现象的实现对入射光的偏振态有特定的要

求，这极大地限制了其应用［４４，４５］。我们提出了一种

在整体上具有Ｃ４对称性的人工微结构设计，通过对

非对称微结构的旋转对称排布，实 现 了 偏 振 无 依 赖

广角的 等 离 子 激 元 诱 导 透 明 现 象，如 图１０（ｃ）所

示［４６］。我们在 理 论 上 提 出 了 等 离 子 激 元 诱 导 透 明

现象产生的新机制，建立了四能级理论模型，很好地

解释了实验上观测到的光谱衍化。该工作打破了研

究者对于等离子激元诱导透明现象实现方式的传统

认知，促进了等离激元诱导透明向实际应用的过渡。
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开展了 动 态 调 控 等 离 激 元

诱导透明的研究，通过在人工微 结 构 中 引 入 二 氧 化

钒相变材料和石墨烯材料，分别 实 现 了 对 等 离 激 元

诱导反射效率和等离子激元诱导透明工作波段的动

态调控［４７，４８］。

３．２　少层人工微结构双向光场完美吸收

实现对光场的完美吸收是人工微结构光场振幅

调控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在光储能，热成像领域有

重要的应用价值。在早 期 研 究 中，我 们 通 过 设 计 人

工微结构的整体对称性，调控相 邻 微 结 构 间 的 耦 合

效应，很好地实现了广角偏振无 依 赖 的 宽 带 和 多 带

光完美吸收器［４９－５１］。目前已有的基于人工微结构的

光完美吸收器主要采用金属反射层－电介质－金属微

图１１　（ａ）少层人工微结构双向完美吸收器的结构示意图

和层间驻波耦合效应（ｂ）光场从两个方向入射到人工

微结构上时对应的吸收谱的数值模拟和实验测试结果［５３］

结构的三明治型结构［５２］。由于金属反射层的存在，
已有的人工微结构光完美吸收器只能实现对光场在

单一方向上的完美吸收。我们基于少层人工微结构

中的近场光场耦合效应，提出了 利 用 相 位 有 序 排 布

实现光场 完 美 吸 收 的 新 机 理，如 图１１所 示［５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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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通过设计双层镂空金属波导单 元，利 用 双 层 微 结

构间的光场驻波耦合效应，实现了 对 出 射 光 场 相 位

的有效调控。在此基础上，我 们 通 过 对 人 工 微 结 构

基本单元的有序排布在人工微结构表面形成了高梯

度的相位分布，从而使得入射光场转化为倏逝波，进
而实现了对光场的双向完美吸收。该设计对沿正反

两个方向传播的光场的吸收相互 独 立，因 此 将 传 统

人工微结构光吸收器的吸收容量 提 高 了 一 倍，在 光

学探测、太阳能收集以及传感等方 面 具 有 很 好 的 应

用前景。基于少层人工微结构的光场双向完美吸收

的实现，为微纳光学领域光与物质 相 互 作 用 的 研 究

提供了新的思路，也为新型光吸收 器 件 的 开 发 提 供

了新的可能。

３．３　光场的偏振依赖反射与透射

实现对某一特定频率或某一特定偏振态光场的

选择性反射或透射对于色度学、偏振控制与检测、防
伪成像等 光 学 应 用 领 域 的 研 究 和 发 展 具 有 重 要 意

义［５４－５６］。人们通过人工微结构在亚波长尺度下实现

对光场振幅的有效调控，可以在可 见 光 波 段 实 现 频

率依赖的光场透射或反射，从而使 得 经 过 人 工 微 结

构的散射光场呈现出不同的颜色。人工微结构的颜

色是由结构本身对光场振幅的调 控 效 应 决 定 的，因

此人们可以通过对人工微结构的精确设计实现对散

射光场呈现颜色的人为控制。我们提出了一种基于

图１２　（ａ）基于二氧化钛材料的非对称人工微结构设计

所产生的偏振依赖微结构颜色的示意图，（ｂ）３种具有不同

结构参数的人工微结构设计在不同偏振角度线偏振光场

入射下呈现的反射颜色，（ｃ）基于非对称人工微结构设计的

微尺度画作以及其在不同线偏振入射光场下的颜色［５７］

二氧化钛材料的非对称人工微结 构 设 计，该 设 计 可

以在两个相互垂直的线偏振态下分别反射特定频率

的光波，从而产生偏振依 赖 的 颜 色 变 化，如 图１２所

示［５７］。该人工 微 结 构 设 计 中 所 采 用 的 二 氧 化 钛 材

料在可见光波段具有高折射率低 损 耗 的 特 性，因 此

能够实现光场高效率的反射（反射效率理 论 上 接 近

１００％），从而产 生 高 分 辨 率 和 高 纯 度 的 颜 色。通 过

对人工微 结 构 的 结 构 参 数 和 结 构 周 期 进 行 单 独 调

节，我们还同时实现了对产生颜 色 色 调 与 饱 和 度 的

调控。所设计人工微结构的颜色会随着入射光偏振

角度变化而有明显的变化，甚至可以得到ＲＧＢ三原

色转换。我们所提出的偏振依赖微结构颜色生成方

法可以被广泛的应用于多个领域，如信息编码、高密

度信息存储、防伪标识、偏光显微镜以及高光谱显微

镜等。与此同时，我们还 提 出 了 一 种 手 性 双 层 人 工

微结构设计，在近红外波段１　６５０ｎｍ波长处实现了

效率高于５０％的 圆 偏 振 光 场 偏 振 选 择 透 过［５８］。所

设计的手性双层人工微结构可以被用来实现对光场

偏振态的选 择。数 值 模 拟 结 果 显 示 在１　６４０ｎｍ 到

１　６５２ｎｍ波段范围内，所 设 计 的 手 性 双 层 人 工 微 结

构可以实 现 对 光 场 左 旋 和 右 旋 偏 振 态 的 选 择 性 通

过，且透过光场的椭偏度的幅值大于４０°。该人工微

结构设计在自旋光子学和手性传感研究等领域具有

广泛的应用价值。

４　人工微结构光场联合调控

完全实现对光场在任意维度上的有 效 调 控，是

人工微结构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其广泛应用于 集

成信息光子 学 的 基 础。近１０年 来，人 工 微 结 构 光

场调控的相关 研 究 主 要 围 绕 如 何 实 现 对 光 场 单 一

维度的有效 调 控 展 开。随 着 人 工 微 结 构 光 场 单 一

维度调控的相关研究趋于成熟，利用人工微结构 实

现对光场在多个维度上的联合调控，由于其本身 所

蕴含的丰富物理现象和广阔应用前景，开始越来 越

多地受到人 们 的 关 注。如 何 实 现 对 光 场 各 个 维 度

的联合调控，并 进 一 步 实 现 集 成 光 子 学 器 件，是 人

工微结构研究 与 未 来 实 用 化 的 重 要 课 题 与 关 键 难

点。其中，利用人工微结构实现对光场在两个维 度

上的联合调控 在 现 阶 段 由 于 具 有 良 好 的 理 论 支 持

和大量的研究基础作为铺垫，逐渐成为了人工微 结

构光场调控 研 究 领 域 新 的 研 究 热 点。围 绕 人 工 微

结构光场双维度联合调控研究，我们在光场相位 和

偏振态，以及振幅和相位联合调控方向开展了系 列

研究。

４．１　基于光场相位和偏振态联合调控 的 任 意 矢 量

光束生成

　　实现光场相位与偏振态的 联 合 调 控，在 超 分 辨

光学成像、光信息多路复用等诸 多 研 究 及 应 用 领 域

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传统光学中光场相位和偏振

态的联合调控常需要通过多个光学元件的组合来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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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且无法实现对光场相位和偏振 态 在 亚 波 长 尺 度

下的调控。我们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由双层金属镂空

微波导组成的少层人工微结构设 计，在 近 红 外 波 段

亚波长尺度下同时实现了光场相位与偏振的任意控

制［５９］。如图１３所 示，在 所 设 计 的 双 层 金 属 镂 空 微

波导结构中通过控制金属镂空的几何形状和双层金

属镂空间的相对位置可以实现对出射光场相位的有

效控制，通过控制金属镂空的长轴 朝 向 可 以 实 现 对

出射光场偏振态的连续控制。为了在亚波长尺度下

实现对空间光场的相位及偏振分 布 的 任 意 设 计，我

们提出了６个基本微结构单元，这６个 基 本 微 结 构

单元可以实现对出射光场相位０到２π的调控，同时

通过对这６个基本微结构单元的旋转可以控制出射

光场的偏振态。在此基础 上，我 们 通 过６种 微 结 构

单元的合理空间排布，在实验上实 现 了 径 向 矢 量 光

束的生成。我们进一步通过对这６种基本微结构单

元的合理空间排布，实现了具有不 同 拓 扑 荷 数 的 涡

旋矢量光束、标准径向和角向矢量光束、双模式矢量

光束以及其他更加复杂的矢量光束［６０］。所提出的６
种基本微结构单元，为具有任意偏 振 分 布 和 任 意 相

位分布的空间光场的生成提供了一种非常有效的方

式，在光 波 前 操 控、成 像 等 领 域 具 有 广 泛 的 应 用

前景。

图１３　（ａ）双层金属镂空微波导组成的少层人工微结构的

示意图，蓝色边框和红色边框内分别对应６种基本微结构

单元的上层和下层结构示意图，（ｂ）光场经过６种基本微

结构单元的振幅透过率和相位延迟，（ｃ）６种基本微结构

单元在旋转角度不同时对应出射光场的相位和偏振态，
（ｄ）基于６种基本微结构单元的有序排布生成径向

矢量光束的样品图和实验测试结果［５９］

４．２　基 于 光 场 相 位 和 振 幅 联 合 调 控 的 艾 利 光 束

生成

　　艾利光束是一种新型的无衍 射 光 束，具 有 无 衍

射、自弯曲和自愈的特性。艾利光束在光子弹、微粒

操控、曲线等离子激元通道的构 建 等 研 究 领 域 具 有

广泛的应用前景，相关研究近来 受 到 人 们 的 广 泛 关

注。在传统光学中，艾利 光 束 的 生 成 通 常 需 要 引 入

透镜的傅里叶变换效应，因此至少需要一个焦点，这
极大的影 响 了 光 学 系 统 的 紧 凑 性［６１，６２］。人 工 微 结

构在亚波长尺度下对光场相位和振幅的联合控制为

微尺度艾利光束的生成提供了一种全新方式。我们

通过对亚波长金属天线微结构的结构参数和旋转角

度的合理设计，实现了对出射光 场 相 位 和 振 幅 的 联

合调控，进 而 实 现 了 高 质 量 艾 里 光 束 的 生 成，如 图

１４所示［６３］。我们对 比 了 引 入 强 度 调 制 与 无 强 度 调

制两种设计下艾里光束的质量，以 及 天 线 阵 列 个 数

对艾里光束弯曲度的影响。我们发现相比于仅通过

对光场相位进行调控而生成的 艾 利 光 束，通 过 实 现

对光场相位和振幅的联合调控而生成的艾利光束更

为理想。同时，我们进一 步 证 明 了 所 生 成 的 艾 里 光

束在遇到散射体时的自愈性。这一研究结果在微尺

度特殊光场生成方向具有广泛应用前景。

图１４　（ａ）亚波长金属天线微结构阵列实现艾利光束

的示意图，（ｂ）基于光场振幅和相位联合调控生成的

艾利光束的电场空间分布，插图为理论设计的理想

艾利光束和所生成艾利光束在距离人工微结构表面

５微米处空间电场幅值分布的归一化对比［６３］

４．３　基于光场相位和振幅联合调控的 偏 振 依 赖 异

常折射和反射光场的同时产生

　　人们在利 用 人 工 微 结 构 实 现 对 光 场 相 位 调 控

的基础上，通过在微结构表面引入连续的相位梯 度

实现了光场的异常折射与反射，既对散射光场波 前

的任意控制［２８］。然而已有 的 人 工 微 结 构 设 计 大 多

只能实现对圆偏振光场高效率的异常反射或折 射，
而不能同 时 产 生 高 效 率 的 异 常 折 射 和 反 射 光 束。
我们提出了一种各向异性少层人工微结构设计，实

现了对光场振幅和相位的同时控制，进而在近红 外

波段实现了异常折射与异常反射光束的同时生 成，

如 图１５所 示［６４］。所 设 计 的 人 工 微 结 构 可 以 在

１　９００ｎｍ到２　０５０ｎｍ波段范围内实现非对称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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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５　（ａ）少层人工微结构实现异常反射与折射光束同时

生成的示意图，（ｂ）左旋和右旋圆偏振光场从两个相反

方向入射时产生的异常折射与反射光场［６４］

效率的异常反射与异常折射光场的同时生成，同 时

异常光束的生成效率在１５０ｎｍ宽的工作波段 范 围

内高于４５％，且 正 常 反 射 和 折 射 光 束 的 生 成 效 率

在该范围内不超过２０％。所 设 计 的 少 层 人 工 微 结

构可以将线偏 振 入 射 光 场 转 换 成 为 两 束 具 有 相 同

圆偏振态但传 播 方 向 正 好 相 反 的 异 常 折 射 和 反 射

光束。同时，当线偏振光场沿着两个相反方向入 射

时，出射光场的圆偏振态正好相反。我们提出的 这

种利用少层人 工 微 结 构 实 现 光 场 相 位 和 振 幅 联 合

控制的方法在 光 束 分 离、偏 振 选 择、光 通 信 等 领 域

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对于人工微结构光波前调 控

的相关应用具有重要意义。此外，我们还通过引 入

泵浦光场的方式，在利用人工微结构实现对光场 相

位调控的 基 础 上，实 现 了 对 出 射 光 场 振 幅 的 动 态

控制［６５，６６］。

５　总结与展望

利用人工微 结 构 实 现 对 光 场 多 维 度 精 确 调 控

及其相互作用研究是物理科学研究的前沿，也是 未

来多学科跨 越 式 发 展 的 重 要 基 础。围 绕 人 工 微 结

构光场调控开 展 的 相 关 研 究 为 微 纳 光 学 领 域 光 学

器件未来 的 研 究、设 计 和 发 展 提 供 了 无 限 的 可 能

性。我们围绕 人 工 微 结 构 光 场 偏 振 态、相 位、振 幅

和双维度联合调控开展了系统研究，取得了系列 创

新研究成果：
（１）提出了人工微结构光场偏振态操控的新方

法、新思路，在微尺度下实现了对光场偏振态的多种

有效转换；
（２）揭示了增强人工微结构光场相位调制深度

的新机理，提出了人工微结构光场 相 位 调 控 的 动 量

分析新方法，利用石墨烯人工微结 构 在 深 亚 波 长 尺

度下实现了对光场相位的有效控制；

（３）研究了人工微结构光场振幅调控中的新机

制、新现象，实现了多重法诺共振和偏振无关的等离

子激元诱导透明现象，提出了一 种 实 现 光 双 向 完 美

吸收的 新 理 论，实 现 了 对 光 场 的 偏 振 选 择 透 射 和

反射；
（４）实现 了 对 光 场 相 位 和 偏 振 态、振 幅 和 相 位

的联合控制，进而实现了具有任 意 相 位 和 偏 振 态 分

布的空间光场的生成、理想艾利 光 束 的 生 成 以 及 异

常反射与折射光束的同时生成。

尽管近年来人们在人工微结构光场偏振、相位、
振幅调控方面开展了系列研究，但 是 在 光 场 多 维 度

联合调控方向的研究还处于发展阶段。在后续工作

中，我们将在人工微结构光场联 合 调 控 方 向 继 续 开

展深入研究。一方面，我 们 计 划 基 于 非 线 性 等 离 子

效应在人工微结构光场调控中 引 入 频 率 调 控，从 而

为光场的多维度联合调控提供新的自由度。另一方

面，我们将在实现光场多维度联 合 调 控 的 基 础 上 开

展多功能集成化人工微结构光 学 器 件 的 研 究，并 进

一步设计和实现微区片上集成光学系统所需的各种

微尺度光学元件。
在人工微结构光场调控未来的发展 方 向 上，我

们认为提高光场调控深度、扩展光场调控维度和 实

现多种光学功 能 的 集 成 是 人 工 微 结 构 光 场 调 控 未

来发展的３个主要方向：提高光场调控深度就是 要

增强人工微结构与光场相互作用的强度，从而提 高

光场调控的效率和工作带宽；扩展光场调控维度 就

是要在偏振、相 位、振 幅 调 控 的 基 础 上 引 入 新 的 调

控维度，例 如 频 率、时 域 和 空 域 等；实 现 多 种 光 学

功能的集成则 是 人 工 微 结 构 光 场 调 控 研 究 走 向 微

尺度光子学应用的必然需求，基于人工微结构光 场

多维度联合调 控 实 现 多 种 光 学 功 能 的 微 尺 度 集 成

对于微 区 集 成 光 学 系 统 的 设 计 和 研 究 具 有 重 要

意义。
针对以上３个 研 究 方 向，目 前 人 工 微 结 构 光 场

调控相关研究呈现出三大主流趋势：引入新材料、发
现新设计、提出新物理。在引入新材料方面，二氧化

钛、非晶硅等电介质材料的引入 极 大 地 提 高 了 人 工

微结构与光场相互作用的强度，而二氧化钒、石墨烯

和钙钛矿等材料的引入则实现了对人工微结构与光

场相互作用的动态调 控。在 发 现 新 设 计 方 面，少 层

人工微结构的提出为增强人工微结构与光场的相互

作用提供了一种有效方式，将傅 里 叶 分 析 方 法 和 动

量分析方法引入到人工微结构的设计中则有效地实

现了对光场波前的任 意 控 制。在 提 出 新 物 理 方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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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扑光子学与人工微结构的相互结合则为人工微结

构光场调控提供了新的自由度。
可以预见，人工 微 结 构 光 场 调 控 相 关 研 究 的 不

断进步和发展将会为微纳光学与光子学研究领域带

来全新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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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

参 考 文 献

［１］ Ｔｅｉｃｈ，ＭＣ，Ｓａｌｅｈ　ＢＥＡ．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ｓ　ｏｆ　ｐｈｏｔｏｎｉｃｓ，２ｎｄ．

Ｃａｎａｄａ：Ｗｉｌｅｙ　Ｉｎ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７，１９７—２４２．

［２］ Ｃｈｅｎ　Ｓ，Ｌｉｕ　Ｗ，Ｌｉ　Ｚ，ｅｔ　ａｌ．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ｅ　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Ｗａｖｅｓ　ｗｉｔｈ　Ｍｅｔａ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ｐｐｌｉ－

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Ｎａｎｏｐｈｏｔｏｎｉｃｓ．Ｉｎ　Ｍｅｔａ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Ｄｅ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Ａｐ－

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ＩｎＴｅｃｈ，２０１７：２１７—２４２．

［３］ Ｙｕ　Ｐ，Ｌｉ　Ｊ，Ｔａｎｇ　Ｃ，ｅｔ　ｌａ．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ａｂｌｅ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ｎｏｎ－ｃｈｉｒａｌ　ｐｌａｓｍｏｎｉｃ　ｍｅｔａ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Ｌｉｇｈｔ：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Ａｐｐｌｉ－

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６，５（７）：ｅ１６０９６．

［４］ Ｓｉｅｂｅｒ　ＰＥ，Ｗｅｒｎｅｒ　ＤＨ．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ｂｒｏａｄｂａｎｄ　ｑｕａｒｔｅｒ－ｗａｖｅ

ａｎｄ　ｈａｌｆ－ｗａｖｅ　ｐｌａｔｅｓ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ｚｅｄ　ｆｒｏｍ　ａｎｉｓｏｔｒｏｐｉｃ　Ｂéｚｉｅｒ

ｍｅｔａ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Ｏｐｔｉｃｓ　Ｅｘ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４，２２（２６）：３２３７１—３２３８３．

［５］ Ｐｏｒｓ　Ａ，Ｂｏｚｈｅｖｏｌｎｙｉ　ＳＩ．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ａｎｄ　ｂｒｏａｄｂａｎｄ　ｑｕａｒｔｅｒ－

ｗａｖｅ　ｐｌａｔｅｓ　ｂｙ　ｇａｐ－ｐｌａｓｍｏｎ　ｒｅｓｏｎａｔｏｒｓ．Ｏｐｔｉｃｓ　Ｅｘ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３，２１（３）：２９４２—２９５２．

［６］ Ｚｈａｏ　Ｙ，ＡｌùＡ．Ｔａｉｌ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ｏｆ　ｐｌａｓｍｏｎｉｃ　ｎａｎｏ－

ｒｏｄｓ　ｔｏ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ｂｒｏａｄｂａｎｄ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ｍｅｔａ－ｗａｖｅｐｌａｔｅｓ．Ｎａｎｏ

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１３，１３（３）：１０８６—１０９１．

［７］ Ｙｕ　Ｎ，Ａｉｅｔａ　Ｆ，Ｇｅｎｅｖｅｔ　Ｐ，ｅｔ　ａｌ．Ａ　ｂｒｏａｄｂａｎｄ，ｂａｃｋ－

ｇｒｏｕｎｄ－ｆｒｅ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ｗａｖｅ　ｐｌａｔ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ｐｌａｓｍｏｎｉｃ　ｍｅｔａｓｕｒ－

ｆａｃｅｓ．Ｎａｎｏ　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１２，１２（１２）：６３２８—６３３３．

［８］ Ｌｉ　Ｚ，Ｌｉｕ　Ｗ，Ｃｈｅｎｇ　Ｈ，ｅｔ　ａｌ．Ｒｅａｌｉｚｉｎｇ　ｂｒｏａｄｂａｎｄ　ａｎｄ　ｉｎ－

ｖｅｒｔｉｂｌｅ　ｌｉｎｅａｒ－ｔｏ－ｃｉｒｃｕｌａｒ　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ｒ　ｗｉｔｈ　ｕｌｔｒａ－

ｔｈｉｎ　ｓｉｎｇｌｅ－ｌａｙｅｒ　ｍｅｔａ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ｐｏｒｔｓ，２０１５，５：

１８１０６．

［９］ Ｄａｉ　Ｙ，Ｒｅｎ　Ｗ，Ｃａｉ　Ｈ，ｅｔ　ａｌ．Ｒｅａｌｉｚｉｎｇ　ｆｕｌｌ　ｖｉｓｉｂｌｅ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ｍｅｔａ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ｈａｌｆ－ｗａｖｅ　ｐｌａｔｅｓ　ｗｉｔｈ　ｐａｔｔｅｒｎｅｄ　ｍｅｔａｌ　ｎａｎｏａｒ－

ｒａｙ／ｉｎｓｕｌａｔｏｒ／ｍｅｔａｌ　ｆｉｌｍ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ｐｔｉｃｓ　Ｅｘ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４，

２２（７）：７４６５—７４７２．

［１０］Ｊｉａｎｇ　ＺＨ，Ｌｉｎ　Ｌ，Ｍａ　Ｄ，ｅｔ　ａｌ．Ｂｒｏａｄｂａｎｄ　ａｎｄ　ｗｉｄｅ　ｆｉｅｌｄ－ｏｆ－

ｖｉｅｗ　ｐｌａｓｍｏｎｉｃ　ｍｅｔａｓｕｒｆａｃｅ－ｅｎａｂｌｅｄ　ｗａｖｅｐｌａｔｅｓ．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ｐｏｒｔｓ，２０１４，４：７５１１．

［１１］Ｎａｋａｔａ　Ｙ，Ｔａｉｒａ　Ｙ，Ｎａｋａｎｉｓｈｉ　Ｔ，ｅｔ　ａｌ．Ｆｒｅｅ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

ｐａｒｅｎｔ　ｔｅｒａｈｅｒｔｚ　ｈａｌｆ－ｗａｖｅ　ｐｌａｔｅ　ｕｓｉｎｇ　ｓｕｂｗａｖｅｌｅｎｇｔｈ　ｃｕｔ－

ｗｉｒｅ　ｐａｉｒｓ．Ｏｐｔｉｃｓ　Ｅｘ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７，２５（３）：２１０７—２１１４．

［１２］Ｌｉｕ　Ｚ，Ｌｉ　Ｚ，Ｌｉｕ　Ｚ，ｅｔ　ａｌ．Ｓｉｎｇｌｅ－ｌａｙｅｒ　ｐｌａｓｍｏｎｉｃ　ｍｅｔａｓｕｒｆａｃｅ

ｈａｌｆ－ｗａｖｅ　ｐｌａｔｅｓ　ｗｉｔｈ　ｗａｖｅｌｅｎｇｔｈ－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ａｎｇｌｅ．ＡＣＳ　Ｐｈｏｔｏｎｉｃｓ，２０１７，４（８）：２０６１—２０６９．

［１３］Ｌｉ　Ｔ，Ｌｉｕ　Ｈ，Ｗａｎｇ　ＳＭ，ｅｔ　ａｌ．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ｎｇ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ｘｔｒａ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ｂｙ　ｈｙｂｒｉｄ　ｐｌａｓｍｏｎｉｃ　ｅｘｃｉｔａ－

ｔｉｏｎｓ．Ａｐｐｌｉｅｄ　Ｐｈｙｓｉｃｓ　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０８，９３（２）：０２１１１０．

［１４］Ｌｉ　Ｔ，Ｗａｎｇ　ＳＭ，Ｃａｏ　ＪＸ，ｅｔ　ａｌ．Ｃａｖｉｔｙ－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ｐｌａｓｍｏｎｉｃ

ｍｅｔａ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ｆｏｒ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Ａｐｐｌｉｅｄ

Ｐｈｙｓｉｃｓ　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１０，９７（２６）：２６１１１３．

［１５］Ｇｒａｄｙ　ＮＫ，Ｈｅｙｅｓ　ＪＥ，Ｃｈｏｗｄｈｕｒｙ　Ｄ　Ｒ，ｅｔ　ａｌ．Ｔｅｒａｈｅｒｔｚ

ｍｅｔａ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ｆｏｒ　ｌｉｎｅａｒ　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ｏｍａ－

ｌｏｕｓ　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３，３４０（６１３８）：１３０４—１３０７．

［１６］Ｌｉｕ　Ｗ，Ｃｈｅｎ　Ｓ，Ｌｉ　Ｚ，ｅｔ　ａｌ．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ｒｏａｄｂａｎｄ　ｃｒｏｓｓ－

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　ｉｎ　ｔｈｅ　ｔｅｒａｈｅｒｔｚ

ｒｅｇｉｏｎ　ｕｓｉｎｇ　ａ　ｓｉｎｇｌｅ－ｌａｙｅｒ　ｍｅｔａｓｕｒｆａｃｅ．Ｏｐｔｉｃｓ　Ｌｅｔｔｅｒｓ，

２０１５，４０（１３）：３１８５—３１８８．

［１７］Ｌｉ　Ｚ，Ｃｈｅｎ　Ｓ，Ｌｉｕ　Ｗ，ｅｔ　ａｌ．Ｈｉｇｈ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ｂｒｏａｄｂａｎｄ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　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ｄｕｅ　ｔｏ　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ｄｅ－

ｐｅｎｄｅｎｔ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Ｐｌａｓｍｏｎｉｃｓ，２０１５，１０（６）：１７０３—１７１１．

［１８］Ｌｉ　Ｚ，Ｃｈｅｎ　Ｓ，Ｔａｎｇ　Ｃ，ｅｔ　ａｌ．Ｂｒｏａｄｂａｎｄ　ｄｉｏｄｅｌｉｋｅ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ｎｅａｒｌｙ　ｐｏｌａｒｉｚｅｄ　ｌｉｇｈｔ　ｉｎ　ｕｌｔｒａｔｈｉｎ　ｈｙｂｒｉｄ　ｍｅｔａ－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Ａｐｐｌｉｅｄ　Ｐｈｙｓｉｃｓ　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１４，１０５（２０）：２０１１０３．

［１９］Ｌｉｕ　Ｊ，Ｌｉ　Ｚ，Ｌｉｕ　Ｗ，ｅｔ　ａｌ．Ｈｉｇｈ－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Ｍｕｔｕａｌ　Ｄｕａｌ－

Ｂａｎｄ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ｉｒｃｕｌａｒｌｙ　Ｐｏｌａｒｉｚｅｄ

Ｗａｖｅｓ　ｗｉｔｈ　Ｆｅｗ－Ｌａｙｅｒ　Ａｎｉｓｏｔｒｏｐｉｃ　Ｍｅｔａ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２０１６，４（１２）：２０２８—２０３４．

［２０］Ｌｉ　Ｚ，Ｌｉｕ　Ｗ，Ｃｈｅｎｇ　Ｈ，ｅｔ　ａｌ．Ｔｕｎａｂｌｅ　ｄｕａｌ－ｂａｎｄ　ａｓｙｍｍｅｔ－

ｒｉｃ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ｉｒｃｕｌａｒｌｙ　ｐｏｌａｒｉｚｅｄ　ｗａｖｅｓ　ｗｉｔｈ　ｇｒａｐｈｅｎｅ

ｐｌａｎａｒ　ｃｈｉｒａｌ　ｍｅｔａ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Ｏｐｔｉｃｓ　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１６，４１（１３）：

３１４２—３１４５．

［２１］Ｌｉ　Ｊ，Ｙｕ　Ｐ，Ｃｈｅｎｇ　Ｈ，ｅｔ　ａｌ．Ｏｐｔｉｃａｌ　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ｅｎｃｏｄｉｎｇ　ｕ－

ｓｉｎｇ　ｇｒａｐｈｅｎｅ－ｌｏａｄｅｄ　ｐｌａｓｍｏｎｉｃ　ｍｅｔａ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Ｏｐ－

ｔ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２０１６，４（１）：９１—９８．

［２２］Ｃｈｅｎｇ　Ｈ，Ｃｈｅｎ　Ｓ，Ｙｕ　Ｐ，ｅｔ　ａｌ．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ｌｙ　ｔｕｎａｂｌｅ　ｂｒｏａｄ－

ｂａｎｄ　ｍｉｄ－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　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ｒ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ｇｒａ－

ｐｈｅｎｅ　ｍｅｔａ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Ａｐｐｌｉｅｄ　Ｐｈｙｓｉｃｓ　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１３，１０３

（２２）：２２３１０２．

［２３］Ｃｈｅｎｇ　Ｈ，Ｃｈｅｎ　Ｓ，Ｙｕ　Ｐ，ｅｔ　ａｌ．Ｍｉｄ－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ｔｕｎａｂｌｅ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ｒ　ｃｏｍｐｏｓｅｄ　ｏｆ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　ｇｒａｐｈｅｎｅ

ｎａｎｏｃｒｏｓｓｅｓ．Ｏｐｔｉｃｓ　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１３，３８（９）：１５６７—１５６９．

［２４］Ｃｈｅｎ　Ｓ，Ｌｉ　Ｚ，Ｚｈａｎｇ　Ｙ，ｅｔ　ａｌ．Ｐｈａｓｅ　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ｌｅｃ－

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Ｗａｖｅｓ　ｗｉｔｈ　Ｍｅｔａｓｕｒｆａｃｅ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Ｎａｎｏｐｈｏｔｏｎｉｃｓ．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２０１８，６

（１３）：１８００１０４．

［２５］Ｈｕａｎｇ　Ｌ，Ｃｈｅｎ　Ｘ，Ｍüｈｌｅｎｂｅｒｎｄ　Ｈ，ｅｔ　ａｌ．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ｌｅｓｓ

ｐｈａｓｅ　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ｌｉｇｈｔ　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Ｎａｎｏ

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１２，１２（１１）：５７５０—５７５５．



　

　５０２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２０１８年

［２６］Ｓｈａｌｔｏｕｔ　Ａ，Ｌｉｕ　Ｊ，Ｓｈａｌａｅｖ　ＶＭ，ｅｔ　ａｌ．Ｏｐｔｉｃａｌｌｙ　ａｃｔｉｖｅ

ｍｅｔａｓｕｒｆａｃｅ　ｗｉｔｈ　ｎｏｎ－ｃｈｉｒａｌ　ｐｌａｓｍｏｎｉｃ　ｎａｎｏａｎｔｅｎｎａｓ．Ｎａｎｏ

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１４，１４（８）：４４２６—４４３１．

［２７］Ｗｅｎ　Ｄ，Ｙｕｅ　Ｆ，Ｋｕｍａｒ　Ｓ，ｅｔ　ａｌ．Ｍｅｔａｓｕｒｆａｃｅ　ｆｏ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ｌｉｇｈｔ．Ｏｐｔｉｃｓ　Ｅｘ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５，２３（８）：１０２７２—１０２８１．

［２８］Ｌｉｕ　Ｚ，Ｌｉ　Ｚ，Ｌｉｕ　Ｚ，ｅｔ　ａｌ．Ｈｉｇｈ－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ｂｒｏａｄｂａｎｄ　ｃｉｒ－

ｃｕｌａｒｌｙ　ｐｏｌａｒｉｚｅｄ　ｂｅａｍ　ｄｅｆｌｅｃｔｏｒ　ｂｙ　ｍｉｒｒｏｒ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ｍｕｌｔｉ－

ｎａｎｏｒｏｄ　ｍｅｔａｓｕｒｆａｃｅｓ．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２０１５，２５（３４）：５４２８—５４３４．

［２９］Ｌｉ　Ｚ，Ｌｉｕ　Ｗ，Ｃｈｅｎｇ　Ｈ，ｅｔ　ａｌ．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ｈｏｔｏｎｉｃ

Ｓｐｉｎ　Ｈａｌ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ｎ　Ｇｏｌｄ－Ｎａｎｏｒｏｄ－Ｂａｓｅｄ

Ｍｅｔａ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２０１７，５（２０）：

１７００４１３．

［３０］Ｋｈｏｒａｓａｎｉｎｅｊａｄ　Ｍ，Ｃｈｅｎ　ＷＴ，Ｄｅｖｌｉｎ　ＲＣ，ｅｔ　ａｌ．Ｍｅｔａｌｅｎｓｅｓ

ａｔ　ｖｉｓｉｂｌｅ　ｗａｖｅｌｅｎｇｔｈｓ：Ｄｉｆ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ｌｉｍｉｔｅｄ　ｆｏｃｕ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ｕｂ－

ｗａｖｅｌｅｎｇｔｈ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ｍａｇ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６，３５２（６２９０）：

１１９０—１１９４．

［３１］Ａｒｂａｂｉ　Ａ，Ａｒｂａｂｉ　Ｅ，Ｋａｍａｌｉ　ＳＭ，ｅｔ　ａｌ．Ｍｉｎｉａｔｕｒｅ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ｐｌａｎａｒ　ｃａｍｅｒａ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　ｗｉｄｅ－ａｎｇｌｅ　ｍｅｔａｓｕｒｆａｃｅ　ｄｏｕｂｌｅｔ

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　ｆｏｒ　ｍｏｎｏｃｈｒｏｍａｔｉｃ　ａｂｅｒｒａｔｉｏｎｓ．Ｎａｔｕｒ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

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６，７：１３６８２．

［３２］Ｌｉｕ　Ｗ，Ｌｉ　Ｚ，Ｃｈｅｎｇ　Ｈ，ｅｔ　ａｌ．Ｍｅｔａｓｕｒｆａｃｅ　Ｅｎａｂｌｅｄ　Ｗｉｄｅ－

Ａｎｇｌｅ　Ｆｏｕｒｉｅｒ　Ｌｅｎｓ．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２０１８，３０（２３）：

１７０６３６８．

［３３］Ｎｉ　Ｘ，Ｋｉｌｄｉｓｈｅｖ　ＡＶ，Ｓｈａｌａｅｖ　ＶＭ．Ｍｅｔａｓｕｒｆａｃｅ　ｈｏｌｏｇｒａｍｓ

ｆｏｒ　ｖｉｓｉｂｌｅ　ｌｉｇｈｔ．Ｎａｔｕｒ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３，４：２８０７．

［３４］Ｌｉ　Ｙ，Ｌｉ　Ｘ，Ｃｈｅｎ　Ｌ，ｅｔ　ａｌ．Ｏｒｂｉｔａｌ　ａｎｇｕｌａｒ　ｍｏｍｅｎｔｕｍ　ｍｕｌ－

ｔｉｐｌｅｘ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ｘｉｎｇ　ｂｙ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ｍｅｔａ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ｄ－

ｖａｎｃｅｄ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２０１７，５（２）：１６００５０２．

［３５］Ｈｕａｎｇ　Ｌ，Ｍüｈｌｅｎｂｅｒｎｄ　Ｈ，Ｌｉ　Ｘ，ｅｔ　ａｌ．Ｂｒｏａｄｂａｎｄ　ｈｙｂｒｉｄ

ｈｏｌ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ｘ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　ｍｅｔａ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Ａｄ－

ｖａｎｃｅ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２０１５，２７（４１）：６４４４—６４４９．

［３６］Ｚｈａｎｇ　Ｙ，Ｙａｎｇ　Ｘ，Ｇａｏ　Ｊ．Ｔｗｉｓｔｉｎｇ　ｐｈａｓ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ｇｈｔ　ｗｉｔｈ　ｐｌａｓｍｏｎｉｃ　ｍｅｔａ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ｐｏｒｔｓ，２０１８，

８（１）：４８８４．

［３７］Ｌｉｕ　Ｗ，Ｌｉ　Ｚ，Ｃｈｅｎｇ　Ｈ，ｅｔ　ａｌ．Ｍｏｍｅｎｔｕｍ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ｏｒ

Ｍｅｔａ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ｐｐｌｉｅｄ，２０１７，８（１）：

０１４０１２．

［３８］Ｃｈｅｎｇ　Ｈ，Ｃｈｅｎ　Ｓ，Ｙｕ　Ｐ，ｅｔ　ａｌ．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ｌｙ　ｔｕｎａｂｌｅ　ｂｒｏａｄ－

ｂａｎｄ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ａｎｏｍａｌｏｕｓ　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ｇｒａｐｈｅｎｅ　ｍｅｔａ－

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２０１５，３（１２）：１７４４—

１７４９．

［３９］Ｗａｎｇ　Ｃ，Ｌｉｕ　Ｗ，Ｌｉ　Ｚ，ｅｔ　ａｌ．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ｌｙ　Ｔｕｎａｂｌｅ　Ｄｅｅｐ

Ｓｕｂｗａｖｅｌｅｎｇｔｈ　Ｈｉｇｈ－Ｏｒｄｅｒ　Ａｎｏｍａｌｏｕｓ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Ｕｓｉｎｇ

Ｇｒａｐｈｅｎｅ　Ｍｅｔａ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２０１８，

６（３）：１７０１０４７．

［４０］Ｌｉ　Ｚ，Ｌｉｕ　Ｗ，Ｌｉ　Ｚ，ｅｔ　ａｌ．Ｆａｎｏ－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ｂａｓｅｄ　ｍｏｄｅ－ｍａｔｃ－

ｈｉｎｇ　ｈｙｂｒｉｄ　ｍｅｔａｓｕｒｆａｃｅ　ｆｏｒ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ｓｅｃｏｎｄ－ｈａｒｍｏｎｉｃ　ｇｅｎ－

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ｐｔｉｃｓ　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１７，４２（１６）：３１１７—３１２０．

［４１］ＲｏｙＣｈｏｕｄｈｕｒｙ　Ｓ，Ｒａｗａｔ　Ｖ，Ｊａｌａｌ　ＡＨ，ｅｔ　ａｌ．Ｒｅｃｅｎｔ　ａｄ－

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ｍｅｔａ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ｓｐｌｉｔ－ｒｉｎｇ－ｒｅｓｏｎａｔｏｒ　ｃｉｒｃｕｉｔｓ　ａｓ　ｂｉｏｓｅｎ－

ｓｏ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　ａｇｅｎｔｓ．Ｂｉｏｓｅｎｓｏｒｓ　ａｎｄ　Ｂｉｏ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２０１６，８６：５９５—６０８．

［４２］Ｌｉｍｏｎｏｖ　ＭＦ，Ｒｙｂｉｎ　ＭＶ，Ｐｏｄｄｕｂｎｙ　ＡＮ，ｅｔ　ａｌ．Ｆａｎｏ　ｒｅｓｏ－

ｎ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ｐｈｏｔｏｎｉｃｓ．Ｎａｔｕｒｅ　Ｐｈｏｔｏｎｉｃｓ，２０１７，１１（９）：５４３—

５５４．

［４３］Ｚｈａｎｇ　Ｙ，Ｌｉｕ　Ｗ，Ｌｉ　Ｚ，ｅｔ　ａｌ．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ｆａｃｔｏｒ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Ｆａｎｏ　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ｓ　ｆｏｒ　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ｖｅ　ｉｎｄｅｘ　ｓｅｎｓｉｎｇ．Ｏｐｔｉｃｓ　Ｌｅｔｔｅｒｓ，

２０１８，４３（８）：１８４２—１８４５．

［４４］Ｚｈａｎｇ　Ｓ，Ｇｅｎｏｖ　Ｄ　Ａ，Ｗａｎｇ　Ｙ，ｅｔ　ａｌ．Ｐｌａｓｍｏｎ－ｉｎｄｕｃｅｄ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　ｉｎ　ｍｅｔａ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Ｌｅｔｔｅｒｓ，

２００８，１０１（４）：０４７４０１．

［４５］Ｙａｎｇ　Ｙ，Ｋｒａｖｃｈｅｎｋｏ　ＩＩ，Ｂｒｉｇｇｓ　ＤＰ，ｅｔ　ａｌ．Ａｌｌ－ｄｉ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ｍｅｔａｓｕｒｆａｃｅ　ａｎａｌｏｇｕｅ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ａｌｌｙ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ｔｒａｎｓ－

ｐａｒｅｎｃｙ．Ｎａｔｕｒ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４，５：５７５３．

［４６］Ｄｕａｎ　Ｘ，Ｃｈｅｎ　Ｓ，Ｙａｎｇ　Ｈ，ｅｔ　ａｌ．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ｗｉｄｅ－ａｎｇｌｅ　ｐｌａｓｍｏｎｉｃａｌｌｙ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　ｂｙ　ｐｌａｎａｒ

ｍｅｔａ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Ａｐｐｌｉｅｄ　Ｐｈｙｓｉｃｓ　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１２，１０１（１４）：

１４３１０５．

［４７］Ｄｕａｎ　Ｘ，Ｃｈｅｎ　Ｓ，Ｃｈｅｎｇ　Ｈ，ｅｔ　ａｌ．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ｌｙ　ｔｕｎａｂｌｅ　ｐｌａｓ－

ｍｏｎｉｃａｌｌｙ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　ｂｙ　ｐｌａｎａｒ　ｈｙｂｒｉｄ　ｍｅｔａｍａｔｅｒｉ－

ａｌ．Ｏｐｔｉｃｓ　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１３，３８（４）：４８３—４８５．

［４８］Ｃｈｅｎｇ　Ｈ，Ｃｈｅｎ　Ｓ，Ｙｕ　Ｐ，ｅｔ　ａｌ．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ｌｙ　ｔｕｎａｂｌｅ　ｐｌａｓ－

ｍｏｎｉｃａｌｌｙ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　ｉｎ　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ｌｙ　ｐａｔｔｅｒｎｅｄ　ｇｒａ－

ｐｈｅｎｅ　ｎａｎｏｓｔｒｉｐｓ．Ａｐｐｌｉｅｄ　Ｐｈｙｓｉｃｓ　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１３，１０３（２０）：

２０３１１２．

［４９］Ｃｈｅｎ　Ｓ，Ｃｈｅｎｇ　Ｈ，Ｙａｎｇ　Ｈ，ｅｔ　ａｌ．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ｏｍｎｉ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ｂｒｏａｄｂａｎｄ　ｎｅａｒ　ｐｅｒｆｅｃｔ　ｐｌａｎａｒ　ｍｅｔａｍａｔｅ－

ｒｉａｌ　ａｂｓｏｒｂ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ａｒ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ｒｅｇｉｍｅ．Ａｐｐｌｉｅｄ　Ｐｈｙｓｉｃｓ

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１１，９９（２５）：２５３１０４．

［５０］Ｃｈｅｎｇ　Ｈ，Ｃｈｅｎ　Ｓ，Ｙａｎｇ　Ｈ，ｅｔ　ａｌ．Ａ　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ｗｉｄｅ－ａｎｇｌｅ　ｄｕａｌ－ｂａｎｄ　ｎｅａｒｌｙ　ｐｅｒｆｅｃｔ　ａｂｓｏｒｂ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ｉｎ－

ｆｒａｒｅｄ　ｒｅｇｉｍ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Ｏｐｔｉｃｓ，２０１２，１４（８）：０８５１０２—

８５１０６．

［５１］Ｄｕａｎ　Ｘ，Ｃｈｅｎ　Ｓ，Ｌｉｕ　Ｗ，ｅｔ　ａｌ．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ｗｉｄｅ－ａｎｇｌｅ　ｂｒｏａｄｂａｎｄ　ｎｅａｒｌｙ　ｐｅｒｆｅｃｔ　ａｂｓｏｒｂｅｒ　ｂｙ　ｔｕｎａｂｌｅ　ｐｌａ－

ｎａｒ　ｍｅｔａ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ｖｉｓｉｂｌｅ　ｒｅｇｉｍ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Ｏｐｔｉｃｓ，

２０１４，１６（１２）：１２５１０７—１２５１１３．

［５２］ＲａＤｉ　Ｙ，Ｓｉｍｏｖｓｋｉ　ＣＲ，Ｔｒｅｔｙａｋｏｖ　ＳＡ．Ｔｈｉｎ　ｐｅｒｆｅｃｔ　ａｂｓｏｒｂ－

ｅｒｓ　ｆｏｒ　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ｗａｖｅｓ：ｔｈｅｏｒｙ，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ｚａ－

ｔｉｏｎｓ．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ｐｐｌｉｅｄ，２０１５，３（３）：０３７００１．



　
第５期 李占成等：人工微结构光场调控的研究进展 ５０３　　 　

［５３］Ｌｉ　Ｊ，Ｙｕ　Ｐ，Ｔａｎｇ　Ｃ，ｅｔ　ａｌ．Ｂｉ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ｆｅｃｔ　ａｂｓｏｒｂｅｒ　ｕ－

ｓｉｎｇ　ｆｒｅｅ　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　ｐｌａｓｍｏｎｉｃ　ｍｅｔａ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Ｏｐｔｉ－

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２０１７，５（１２）：１７００１５２．

［５４］Ｋ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　Ａ，Ｙａｎｇ　ＪＫＷ，Ｂｏｚｈｅｖｏｌｎｙｉ　ＳＩ，ｅｔ　ａｌ．Ｍｏｒｔｅｎｓｅｎ

Ｎ　Ａ　Ｐｌａｓｍｏｎｉｃ　ｃｏｌｏｕ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ｖｉｅｗｓ　Ｍａｔｅｒｉ－

ａｌｓ，２０１７，２（１）：１６０８８．

［５５］Ｈｅｙｄａｒｉ　Ｅ，Ｓｐｅｒｌｉｎｇ　ＪＲ，Ｎｅａｌｅ　ＳＬ，ｅｔ　ａｌ．Ｐｌａｓｍｏｎｉｃ　Ｃｏｌｏｒ

Ｆｉｌｔｅｒｓ　ａｓ　Ｄｕａｌ－Ｓｔａｔｅ　Ｎａｎｏｐｉｘｅｌｓ　ｆｏｒ　Ｈｉｇｈ－Ｄｅｎｓｉｔｙ　Ｍｉｃｒｏｉｍ－

ａｇｅ　Ｅｎｃｏｄｉｎｇ．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２０１７，２７

（３５）：１７０１８６６．

［５６］Ｗｅｎ　Ｄ，Ｙｕｅ　Ｆ，Ｋｕｍａｒ　Ｓ，ｅｔ　ａｌ．Ｍｅｔａｓｕｒｆａｃｅ　ｆｏ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ｌｉｇｈｔ．Ｏｐｔｉｃｓ　Ｅｘ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５，２３（８）：１０２７２—１０２８１．

［５７］Ｙａｎｇ　Ｂ，Ｌｉｕ　Ｗ，Ｌｉ　Ｚ，ｅｔ　ａｌ．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

ａｌ　Ｃｏｌｏｒｓ　ｗｉｔｈ　Ｈｕｅ－ａｎｄ－Ｓ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Ｔｕｎｉｎｇ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ｌｌ－Ｄｉｅ－

ｌｅｃｔｒｉｃ　Ｎａｎｏｐｉｘｅｌｓ．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２０１８，６

（４）：１７０１００９．

［５８］Ｌｉ　Ｚ，Ｌｉｕ　Ｗ，Ｃｈｅｎｇ　Ｈ，ｅｔ　ａｌ．Ｓｐｉｎ－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ｉｓａｂｌｅ　Ｃｈｉｒ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ｗｏ－Ｌａｙｅｒ　Ｍｅｔａ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Ｓｃｉｅｎ－

ｔｉｆｉｃ　Ｒｅｐｏｒｔｓ，２０１７，７（１）：８２０４．

［５９］Ｌｉ　Ｊ，Ｃｈｅｎ　Ｓ，Ｙａｎｇ　Ｈ，ｅｔ　ａｌ．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ｌｉｇｈｔ

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ｈａｓ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ｕｓｉｎｇ　ｐｌａｓｍｏｎｉｃ　ｍｅｔａｓｕｒ－

ｆａｃｅｓ．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２０１５，２５（５）：７０４—

７１０．

［６０］Ｙｕ　Ｐ，Ｃｈｅｎ　Ｓ，Ｌｉ　Ｊ，ｅｔ　ａｌ．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ｅｃｔｏｒ　ｂｅａｍｓ　ｗｉｔｈ

ａｒｂｉｔｒａｒｙ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ｈａｓｅ　ａｎｄ　ｌｉｎｅａｒ　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ｕｓｉｎｇ

ｐｌａｓｍｏｎｉｃ　ｍｅｔａ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Ｏｐｔｉｃｓ　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１５，４０（１４）：

３２２９—３２３２．

［６１］Ｓｉｖｉｌｏｇｌｏｕ　ＧＡ，Ｂｒｏｋｙ　Ｊ，Ｄｏｇａｒｉｕ　Ａ，ｅｔ　ａｌ．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ｎｇ　Ａｉｒｙ　ｂｅａｍｓ．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０７，９９

（２１）：２１３９０１．

［６２］Ｈｕ　Ｙ，Ｚｈａｎｇ　Ｐ，Ｌｏｕ　Ｃ，ｅｔ　ａｌ．Ｏｐｔｉｍ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ｌｌｉｓ－

ｔｉｃ　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ｉｒｙ　ｂｅａｍｓ．Ｏｐｔｉｃｓ　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１０，３５（１３）：

２２６０—２２６２．

［６３］Ｌｉ　Ｚ，Ｃｈｅｎｇ　Ｈ，Ｌｉｕ　Ｚ，ｅｔ　ａｌ．Ｐｌａｓｍｏｎｉｃ　ａｉｒｙ　ｂｅａｍ　ｇｅｎｅｒａ－

ｔｉｏｎ　ｂｙ　ｂｏｔｈ　ｐｈａｓｅ　ａｎｄ　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　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ｍｅｔａｓｕｒ－

ｆａｃｅｓ．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２０１６，４（８）：１２３０—

１２３５．

［６４］Ｌｉ　Ｚ，Ｌｉｕ　Ｗ，Ｃｈｅｎｇ　Ｈ，ｅｔ　ａｌ．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ｂｒｏａｄｂａｎｄ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　ａｎｏｍａｌｏｕｓ　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ｗａｖｅｓ　ｗｉｔｈ　ｆｅｗ－ｌａｙｅｒ　ａｎｉｓｏｔｒｏｐｉｃ　ｍｅｔａｓｕｒｆａｃ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ｐｏｒｔｓ，２０１６，６：３５４８５．

［６５］Ｌｉｕ　Ｚ，Ｃｈｅｎ　Ｓ，Ｃｈｅｎｇ　Ｈ，ｅｔ　ａｌ．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ｒｉｃ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ｓｉｇｎａｌ　ｌｉｇｈｔ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ｂｙ　ａｎｏｍａｌｏｕｓ　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ｐｌａｓｍｏｎｉｃ

ｍｅｔａｓｕｒｆａｃｅ．Ｐｌａｓｍｏｎｉｃｓ，２０１６，１１（２）：３５３—３５８．

［６６］Ｌｉｕ　Ｚ，Ｃｈｅｎ　Ｓ，Ｌｉ　Ｊ，ｅｔ　ａｌ．Ｆｕｌｌｙ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ｒｉｃ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ａｂｌｅ

ａｎｏｍａｌｏｕｓ　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ｕｓｉｎｇ　ｃｒｏｓｓ　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ｐｌａｓｍｏｎｉｃ　ｍｅｔａ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Ｏｐｔｉｃｓ　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１４，３９（２３）：

６７６３—６７６６．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ｅｓ　ｏｆ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ｆｉｅｌｄ　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ｍｉｃｒｏ／ｎａｎ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Ｌｉ　Ｚｈａｎｃｈｅｎｇ１＊ Ｌｉｕ　Ｚｈａｏｑｉｎｇ２＊ Ｃｈｅｎｇ　Ｈｕａ１　 Ｔｉａｎ　Ｊｉａｎｇｕｏ１　 Ｃｈｅｎ　Ｓｈｕｑｉ　１，３＊＊

（１．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ｓ，Ｎａｎｋａ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Ｔｉａｎｊｉｎ３０００７１；

２．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８５；

３．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Ｏｐｔｉｃｓ，Ｓｈａｎｘ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Ｔａｉｙｕａｎ０３０００６）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ｍｉｃｒｏ／ｎａｎ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ｍａｔｔｅｒ，ｗｈｉｃｈ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ｎｅｗ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ｂｒｏａ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ｈｏｔｏｐｈｙｓ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ｈｏｔｏｎｉｃｓ．Ｔｈ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ｒｉｇｏｒｏｕｓｌｙ　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ｆｉｅｌｄ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ｔｈｅ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ｂａｓｉ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ｌｅａｐｆｒｏｇ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ｍｉｃｒｏ／ｎａｎ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　ｔｈｉ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
ｇｒｅｓｓ，ｗｅ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ｏｕｒ　ｒｅｃ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ｅｓ　ｏｆ　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ｈａｓｅ，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ｄｉ－
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ｆｉｅｌｄｓ　ｗｉｔｈ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ｍｉｃｒｏ／ｎａｎ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ｗｈｉｃｈ　ｒｅｖｅａｌ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ｗｉｄ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ｍｉｃｒｏ／ｎａｎ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ｆｉｅｌｄ
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ｍｉｃｒｏ／ｎａｎ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ｏｐｔｉｃａｌ　ｆｉｅｌｄ　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ｈｏｔｏｎｉｃ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ｎｏｖｅｌ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ｆｉｅｌｄ　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