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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等离子体波亚纳米指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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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提出了一种基于表面等离子体波（+,-）的纳米定位指零新方法。一个光纤探头可以等效于一个四层介质

棱镜%金属膜%空气%光纤系统。分析了探头得到的近场光强度。分析表明光纤耦合到的光通量随空气层间距变化，

利用这个特点可以建立纳米定位指零系统。实验表明该系统在’.恒温条件下"!/01内的定位重复性标准偏差

可以达到"1/，分辨率为!2’1/／13。

关键词 纳米指零，表面等离子体波，非接触测量

中图分类号 45"*& 文献标识码 6

!"#$%&’()%*+%,%-’!"./0%01+’2’#3045&%2506!7*2’+

-78091’ :;5<=>1%?@1A’ B7C80%=>9"
（’!"#"$%$&’#()*#")*&)+,*$-./.)01$#/2*$3$0"4$-50)6)7&D80/"*23$0"#".)0，9$:#*"3$0")+
,*$-./.)080/"*23$0"，"9$:#*"3$0")+;::6.$<,5&/.-/，4/.0752#=0.>$*/."&，?$.@.07’!!!$*）

8.*2#%&2 61EF/EG=@HI@J191@/EGEJK@L0G0@101AM9LEH@1L>JI9NEKO9L/9F9PE0LJEK@JGEHQ6I0MEJKJ@ME9KKJ@9N=01A
9N@9GEHKJ0L/N91MEER>0P9OE1GG@9I@>J%O9?EJKJ0L/%/EG9O%90J%I0MEJL?LGE/Q619O?L0L@IG=E1E9J%I0EOHME9/01GE1L0G?E1%
GEJ01AG=EI0MEJKJ@ME0LKJELE1GEHQ4=E@JEG0N9O919O?L0LL=@FLG=9GG=E01GE1L0G?N@>KO01A01G@G=EI0MJEKJ@MEN=91AEL9N%
N@JH01AG@G=EG=0NS1ELL@I90JA9KQ5@1%N@1G9NG191@/EGEJ01H0N9G01AL?LGE/N91MELEG>K9NN@JH01AG@G=0LN=9J9NGEJ0LG0NQ
TUKEJ0/E1GLL=@FG=9GLG91H9JHHEP09G0@1@I"1/91HJEL@O>G0@1@I!Q’1/／1301"!/01>GELKJ@NEH>JE@IK@L0G0@101AJE%
KE9G9M0O0G?N91ME9N=0EPEH>1HEJ90JN@1H0G0@101A@IV’.／=Q
9’7:1#4* 191@/EGEJ01H0N9G01A，L>JI9NEKO9L/9F9PE，1@1%N@1G9NG/E9L>JE/E1G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5@Q#($&#!#’）资助项目。

收稿日期："!!!%!(%’’

’ 引 言

温度漂移是纳米测量中重要的误差源。减少温

度漂移通常有两种方法：精密恒温和温度补偿。精

密恒温经济代价大，目前虽然可以达到!2!’.，但

距离纳米测量要求仍相差甚远。温度补偿由于温度

模型的偏差和不可能得到完全一致的温度场分布，

因此存在着难以克服的残余误差。

由于温度漂移有如下特点：是相对缓慢的漂移，

漂移是累加的。因此，重新回到“原点”（回零）是检

查漂移量和修正漂移的可靠手段。所以需要一个高

稳定、高灵敏的亚纳米零位指示器件。现有技术中，

隧道显微镜、力显微镜可以达到亚纳米分辨率，但由

于是接触测量，对环境要求苛刻。光子扫描隧道

显微镜是非接触测量且可以达到纳米级纵向分辨

率。但是在超精加工环境下使用时，探针容易损坏，

这是由于探针太细而且距离表面太近。为此需要一

种直径相对较大、距离表面较远的高灵敏探头。

表面等离子体波（+,-）检测技术近年来在生

物传感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由于表面等离子

体共振，反射光和透射光的光强和相位随入射角、介

质折射率和其他参数的变化而剧烈变化，因此可以

用 于 生 物 传 感。 当 , 偏 振 光 入 射 到 一 个

WJEGLN=/911镀膜棱镜［"］中，在金属膜和空气表面

将产生表面等离子体波。这时用一个探头接近金属

膜，如果间距小于波长量级，由于近场扰动将使光从

+,-转换成传播波，进入探头。探头接收的光通量

随探头离开金属膜的距离而剧烈变化，不同的光通

量对应于不同的间距。利用这一原理可以构成一种

全新的非接触高灵敏度的零位指示器。由于平端面

探头调节端面平行很困难，因此本文提出了一种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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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半球形光纤探头的零位指示器，并对它的透射光

强和探头与金属膜的间距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和

实验验证。

! 理论分析

如图"，在四层介质棱镜#金属#空气#探头系统

中，由!偏振光的$%&’(&)公式可以推导出如下公

式［*，+］，其中""!*+，""!，"!*，"*+是指下标所指示的层

之间的透射光强，#!*+，#!*，#*+是指下标所指示的层

之间的反射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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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表面等离子体波激发装置层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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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纳米定位实验中，如果使用平端面探头

就需要保证探头表面和金属膜表面相互平行。由于

探头与金属膜的间隙要调节到几十纳米，而探头的

直径为几百微米，因此，要调节探头表面与金属膜表

面平行，调节装置的角度分辨率要达到.>.."?，这

在实现时很困难，而且也使实验不易成功。改用半

球形光纤探头可以省去间隙调节的环节。半球形探

头上各点与金属膜的间距各不相同，透射率也不相

同，探头接收的光通量为各点透射光的总和。可以

用图!所示的分割法进行计算。

.（#）$..&,-｛+!［/!+（/+#）!］／0!｝（@）

其中.（#）为单位面积上的入射光强，为高斯分布。

1（#）$$［!（/+#）+<#］<#"!$（/+#）<#
（A）

其中1（#）为坐标#处对应的<#分割圆周区域在垂

直方向上的投影面积。

2（-）$"!"!*+（-）3 !+／!! "3;8’#"／;8’#.（B）

其中2（-）为空气间隙为-时的透射率。其中#"为

光纤探头中的折射角，#.为入射角。

%（-）$#/..（#）·1（#）·2（-)#） （C）

其中%（-）为总的透射光通量，/为探头半径。

图! 分割法计算实际的透射率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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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透射率随空气层间距变化理论曲线；

（5）纳米定位重复性实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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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公式（"）!（C），可以求得半球形光纤探头

探测到的光通量曲线如图*（4）所示。从图中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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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出，在!""#$处曲线的斜率最大，所以可以用该

点的电压值作为判据进行指零定位。很显然，与其

他的近场纳米测量系统相比，%&’纳米定位指零系

统的探针与金属膜表面的间距要远得多。需要指出

的是，图!（!）中的光通量是在" (!""!$和!"
#)*$+%的规范化条件下计算的。

! 实验装置和结果

纳米定位系统的实验装置如图)所示。

图) 纳米定位指零实验装置图

,：镀膜棱镜；*，,+：光纤探头；!：微动工作台；)：测量镜；+：参考镜；-，

,,：横向塞曼双频激光器；.，/：分光镜；0：渥拉斯顿棱镜；,"：凸透镜；

,*：光电接收器；,!：金属膜；,)：半球形探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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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射光以共振角入射到镀膜棱镜，由于表面等

离子体共振耦合到表面等离子体波，并通过近场相

互作用进入光纤探头，经光电倍增管放大后进入锁

相放大器，并输出光强信号。探头放置在一个缩小

比为*)倍的微动工作台上，由一个最高电压,+"
M，最大行程,-!$的压电陶瓷（&FN）驱动，微动工

作台的行程是.""#$。并用一个分辨率为"O,#$
的差动干涉仪来测量探头的实际运动位移，实验室

的恒温条件为P,Q／L，微动台和镀膜棱镜的底座为

微晶玻璃。

实验采用-""!$的光纤，前端加工成半球形

作为探头。在&FN上加电压"MC,+"MC"M，重复

,*次，历时*"$2#得 到 的 重 复 性 实 验 结 果 见 图

!（&）。其中纵坐标为锁相放大器的输出电压，它与

光纤接收的光通量成正比。可以看出，实验曲线图

!（&）与理论曲线图!（!）在开头上很相似。由图

!（&）可知，实验的重复性较好，在!""#$处的重复

性精度标准偏差为*#$，这个标准偏差值是通过用

一条等电压线截取实验曲线得到的*)个数据点计

算出来的，如图!（&）中RE28S部分所示。由于锁

相放大器输出电压的变化范围为.!M，对应于.""
#$的行程，而锁相放大器输出电压的分辨率为,
#M，所以该指零系统的分辨率为"O,#$／#M。

) 结 论

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和实验，验证了表面等离子

体波定位指零位置的重复性标准偏差达*#$，分辨

率达"O,#$／#M。由于该实验装置使用的探头为

大直径半球形探头，工作点与金属膜的间距达几百

纳米，为非接触测量，探头不易损坏，在普通恒温条

件下也可以工作。在精密测量和生物传感中有广泛

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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