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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氮化铌和铝作为制备微悬臂梁的双材料，其中氮化铌用来吸收太赫兹波辐射，铝作为形变材料。利用

氮化铌和铝的热膨胀系数相差较大的特性以及在吸热后产生形变的特点，与双材料微悬臂梁阵列探测红外波技术

相结合，实现对太赫兹波的探测。采用微细加工技术制作出无基底的双材料微悬臂梁阵列结构。为了防止微悬臂

梁的热散失，将微悬臂梁阵列放置在一个具有防振功能的真空腔中，利用机械泵和分子泵保持其高真空以提高探

测系统的信噪比。采用反射式可见光光学读出方式间接获取太赫兹波的信息，并利用双图像做差的方法进行图像

处理，提高了系统的分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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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太赫兹（ＴＨｚ）波是指频率在０．１～１０ＴＨｚ（波长

为３０～３０００μｍ）范围内的电磁波（１ＴＨｚ＝１０
１２ Ｈｚ）。

它在长波段与毫米波相重合，而在短波段与红外线

相重合。由于生物大分子的振动和转动频率均在太

赫兹波段，所以它包含了丰富的科学信息，具有许多

独特的性质。在检测技术方面具有发掘的潜力，在

材料特性、微电子、医学诊断、环境监控、化工和生物

ｓ１１１００２１



中　　　国　　　激　　　光

识别等诸多方面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１，２］。

太赫兹波探测是太赫兹波应用领域的一个重要

方面，以连续波信号探测为主，最常用的是热效应探

测器，是基于热吸收的宽波段直接探测，但是它需要

冷却装置来降低热背景噪声，探测成本较高。目前，

对太赫兹连续波探测的最好方法是阵列式探测，由

光学元件将透过物体（或由物体表面反射）的太赫兹

波直接成像到一个二维的探测器阵列上，并通过该

探测器阵列实现对太赫兹波的成像探测［３，４］。探测

器最常用的读出方式有电学式和光学式，采用电学

读出方式的探测器对外界电磁噪声比较敏感，工作

环境有限（比如不能在高温和高辐射的环境下工

作），而光学读出方式摆脱了以上的局限。

微悬臂梁是一种在微电子机械系统（ＭＥＭＳ）

中常用的结构，其多用于微小力检测、加速度检测、

生物化学检测及数据存储等方面［５～７］。目前，双材

料微悬臂梁已经应用在对红外波的探测和成像方

面［８，９］，由于其非制冷的特性使其制造成本大幅降

低［１０］，因此逐渐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实现了产品化。

本文将双材料微悬臂梁技术应用在对太赫兹波

的探测方面，通过优化悬臂梁的结构，采用对太赫兹

波有更强吸收的材料以及增加隔热装置等方法来实

现对太赫兹波的探测。

２　双材料微悬臂梁阵列的探测原理

图１ 太赫兹波探测系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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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悬臂梁阵列是整个探测系统的核心，阵列上

的每个悬臂梁单元由两种热膨胀系数差别很大的材

料制备而成，其中一种材料能够反射可见光，另一种

材料可以吸收太赫兹波辐射。当太赫兹波辐射到微

悬臂梁阵列上后（微悬臂梁阵列通常放在真空腔中，

以防止热散失），入射的太赫兹波能量将使微悬臂梁

的温度升高，从而引起微悬臂梁的形变，导致微悬臂

梁偏转角发生变化。温度不同，每个微悬臂梁的偏

转角变化也不同，然后通过面阵ＣＣＤ检测微悬臂梁

对可见反射光的变化解读出微悬臂梁转角的变化及

分布，以光强图像的方式将被测物体的温度场显示

出来。该检测方法不需要制冷装置和光电转换电

路，使得整个系统体积小，重量轻，功耗低。太赫兹

波探测系统示意图如图１所示。

３　微悬臂梁阵列的设计

微悬臂梁阵列的设计要求主要有：对于每一个

微悬臂梁阵列单元，当太赫兹波辐射能量一定时，微

悬臂梁单元要产生最大的温升；相同温升时微悬臂

梁单元的形变量要达到最大；微悬臂梁的热响应时

间要和图像的采集帧频一致。为此，需要考虑双材

料的选择以及微悬臂梁的最佳制作工艺。

３．１　微悬臂梁阵列材料的选择

制备微悬臂梁的双材料应满足如下要求［１１］：

１）一种材料必须对太赫兹波辐射有较强吸收，

而另一种材料必须对可见光有很好的反射率，以适

用于光学读出；

２）两种材料的热膨胀系数必须相差很大；

３）两种材料的 ＭＥＭＳ加工工艺兼容；

４）两种材料具有好的化学稳定性；

５）两种材料薄膜的本征应力必须很小，以防止

悬臂梁自弯曲；

６）至少有一种材料具有好的热绝缘性，防止热

流失。

３．２　微悬臂梁阵列的制作

微悬臂梁阵列采用了无基底的结构，这主要是

因为其具有以下特点：

１）太赫兹波和可见光可以分别从两边直接入

射到氮化铌层和铝层，减小了能量的损失；

２）采用光学读出方式，不产生读出电流的附加

热量，不需要复杂布线和金属连接，有良好的热隔离；

３）无基底微悬臂梁阵列结构的制备过程，不需

要牺牲层工艺，降低了微悬臂梁阵列的制作难度，避

免了 ＭＥＭＳ结构中出现的粘连现象；

４）由于微悬臂梁没有基底，从而消除了传统制

作的微悬臂梁与基底间的２μｍ左右的空气间隙 ，

避免了由间隙导致的高温度梯度的热传导，使空气

的热传导减少为原来的１／１０。

设计的微悬臂梁阵列是基于 ＭＥＭＳ技术制作

的，主要包括四个工作步骤：在硅基上生长氮化铌

膜，刻蚀氮化铌图形，溅射铝层和去除部分硅基。其

中氮化铌的制备采用磁控溅射的方法进行，在制备

ｓ１１１０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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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中用氩气和氮气作为保护气，但是氩气和氮

气的流量比对氮化铌表面的粗糙程度有直接的影

响。通过研究发现，当氩气和氮气的流量比为１５∶１

时，氮化铌表面效果最好。

制备的微悬臂梁阵列具有１００×６８个单元，整

个微悬臂梁阵列的尺寸为１０ｍｍ×１０ｍｍ，每个微

悬臂梁单元的尺寸为１５０μｍ×１００μｍ，其中回折梁

部分的尺寸为９０μｍ×１００μｍ，反射面的尺寸为

１００μｍ×６０μｍ，悬臂梁的梁宽度为５μｍ，微悬臂

梁的结构示意图如图２所示。微悬臂梁阵列的实物

图如图３所示。

图２ 微悬臂梁结构

Ｆｉｇ．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ｍｉｃｒｏｃａｎｔｉｌｅｖｅｒ

图３ 微悬臂梁阵列

Ｆｉｇ．３ Ｍｉｃｒｏｃａｎｔｉｌｅｖｅｒａｒｒａｙｓ

４　真空腔的设计

空气具有传热作用，如果把制备好的微悬臂梁

阵列放在空气中直接对太赫兹波进行探测，微悬臂

梁吸收太赫兹辐射后的热量将很快通过空气散失

掉，不容易引起悬臂梁弯曲［１２］。为了防止热量的散

失，真空环境是必不可少的，所以设计了如图４所示

的真空腔，图４（ａ）为太赫兹波透射窗口，白色部分

为聚乙烯薄板，厚度为０．８ｃｍ，太赫兹波几乎能够

无损耗地穿过，而红外波却很难穿透。另外，较厚的

聚乙烯薄板能够保证在抽真空过程中不会变形。图

４（ｂ）为可见光透射及反射窗口，用锗玻璃进行密

封，透过锗玻璃能够看见两个黑色的金属部件，用来

固定微悬臂梁阵列，金属部件中间有弹簧，具有防振

和缓冲作用。从图４（ａ）和图４（ｂ）都能看到在真空

腔的两侧各有一个接口，使用时，一个接口与传感器

相接用来检测真空腔中的压强，另一个接口与分子

泵相连，分子泵再与机械泵相连。将两种不同类型

的泵串联起来使用以保证真空腔的高真空度。另

外，微悬臂梁阵列在从抽真空后的真空腔中取出来

时要缓慢放气，不然，强大的压力差很容易使微悬臂

梁阵列破碎，所以，将微悬臂梁阵列单独封装非常重

要。目前，将微悬臂梁阵列进行真空封装的研究正

在进行中。

图４ （ａ）太赫兹波透射窗口；（ｂ）可见光透射及反射窗口

Ｆｉｇ．４ （ａ）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ｗｉｎｄｏｗｏｆＴＨｚｗａｖｅ；

（ｂ）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ｗｉｎｄｏｗｏｆｖｉｓｉｂｌｅｌｉｇｈｔ

将悬臂梁阵列放置在密封腔中，并进行抽真空

处理。这样做的优点是：１）防止了微悬臂梁上的热

散失；２）避免了环境中温度、湿度等因素的影响。

５　光学读出系统的设计

５．１　恒定功率稳定电路的设计

可见光输出功率的的稳定性对整个系统的探测

性能有着重要的影响，本系统的可见光源为功率为

０．３Ｗ的发光二极管（ＬＥＤ），为了稳定ＬＥＤ光源的

光功率，专门设计了恒定功率稳定电路，一方面使电

源具有更小的纹波，另一方面也减小了输出光功率

的漂移。这种电路比市场上的恒流源供电的ＬＥＤ

更加稳定。

５．２　图像处理

采用面阵ＣＣＤ对发生形变后的微悬臂梁阵列

的反射光进行探测以获取数字图像，为了提高探测

灵敏度，采用了双图像做差的方法进行数字图像处

理，即在无太赫兹波辐射时，获取一幅图像作为背景

图像并进行存储，当有太赫兹波辐射时，再获取一幅

图像，然后将两幅图像做差处理，实现对太赫兹波的

探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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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实　　验

将微悬臂梁阵列固定在真空腔中，并对真空腔

进行抽真空处理，然后利用实验室功率为５ｍＷ，频

率为９７３ＧＨｚ的太赫兹源在探测系统上进行实验，

探测系统如图５所示。ＣＣＤ输出的数据经过处理

后能够推断出微悬臂梁发生了形变，但是变化量非

常小，将ＣＣＤ输出的数据直接显示在显示屏上还不

能观察到光强的变化。

图５ 太赫兹波探测系统

Ｆｉｇ．５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ＴＨｚｗａｖｅ

为此，将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１）继续优

化悬臂梁的结构；２）利用频率更高的太赫兹源进行

实验；３）改进探测系统的结构并优化图像处理软

件；４）进一步稳定ＬＥＤ的输出功率或者采用激光

光源。

７　结　　论

利用氮化铌和铝作为制备微悬臂梁的双材料，

采用了回折式结构，增加了微悬臂梁的形变量；微悬

臂梁设计为无基底结构，提高了微悬臂梁吸收层对

太赫兹波的吸收。研制了具有防振功能的真空腔，

利用机械泵和分子泵保持其高真空度。采用光学读

出方式来获取太赫兹波的信息，为保持可见光功率

的稳定性，设计了恒定功率稳定电路，并利用双图像

做差的方法进行图像处理以提高系统的分辨率。利

用功率为５ｍＷ，频率为９７３ＧＨｚ的太赫兹源进行

实验，数据处理结果表明微悬臂梁已产生了形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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