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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表面等离子体共振（ＳＰＲ）传感技术具有很高的折射率分辨率。但是其折射率分辨率对金属膜厚度非常敏

感，影响了ＳＰＲ传感器的适用性。使用一种叫做“偏振干涉”的技术，来减小光谱型ＳＰＲ传感器的折射率对金膜厚

度的敏感性。实验结果表面，偏振干涉能够降低ＳＰＲ光谱的最小值，提高使用非最佳金属膜的ＳＰＲ传感器的折射

率分辨率。金膜厚度在２８．１６～５４．３８ｎｍ范围内变化时，系统的折射率分辨率达到３．９×１０－７～８．１×１０－７ＲＩＵ

（折射率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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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表面等离子体共振技术（ＳＰＲ）是一种高灵敏度

的光学传感技术，目前已经广泛应用于生物、化学和

环境等许多领域［１～３］。

ＳＰＲ传感器按照原理可以分为强度型、相位

型、光谱型和角度谱型［２］。其中强度型ＳＰＲ传感器

的折射率分辨率较低［一般不优于１０－６折射率单位

（ＲＩＵ）
［３，４］］；相位型ＳＰＲ传感器的折射率分辨率较

高（最高达到１０－８ＲＩＵ
［５］），但是受金属膜厚等因素

影响严重，且动态范围很小。光谱型和角度谱型

ＳＰＲ传感器，统称为谱型ＳＰＲ传感器，因为同时具

有较高的折射率分辨率（１０－７ＲＩＵ量级
［６，７］）和远大

ｓ１１４００４１



中　　　国　　　激　　　光

于相位型的动态范围［７］而被广泛采用。本小组已经

提出了一种光谱型ＳＰＲ传感器，能够高通量地检测

二维折射率分布信息［８，９］。

谱型ＳＰＲ传感器，通过测量ＳＰＲ光谱（或角度

谱）曲线中ＳＰＲ凹陷的最小值对应的波长（或角度）

来测量折射率的变化。而谱型ＳＰＲ传感器中的主

要噪声是同光强的平方根成正比的［２］。因此，为了

提高折射率分辨率，即更精确地测量ＳＰＲ谱线的最

小值位置，需要ＳＰＲ谱线中的凹陷具有更小的最小

值和更窄的宽度。

理论上，存在最佳厚度的金属膜使ＳＰＲ谱线的

最小值为零。但是，由于镀膜的误差和不均匀性，实

际上的ＳＰＲ谱线最小值往往不为零。而且，在生物

和化学传感应用中，需要在金属膜上添加一层能够

吸附被测物的功能膜。而这层功能膜的厚度和折射

率往往并不能精确地确定，因此很难把金属膜预设

成最佳厚度。于是，大于零的ＳＰＲ谱线最小值带来

了更大的噪声，增大了精确测量ＳＰＲ最小值位置的

难度，降低了系统的折射率分辨率。此前已经有利

用ＳＰＲ发生时ｐ光和ｓ光相位差来降低ＳＰＲ谱线

最小值的方法［１０］，本小组也提出了一种利用这种方

法的角度谱型ＳＰＲ传感器
［７］，并把这种方法叫做

“偏振干涉”。但是还没有系统研究这种方法应用于

光谱型ＳＰＲ传感器的报道。

本文将把偏振干涉技术应用于本小组此前提出

的光谱型ＳＰＲ传感器
［８］，实验研究了不同金属膜厚

度下的ＳＰＲ传感器的性能，以及偏振干涉对降低光

谱型ＳＰＲ传感器对金属膜厚度敏感性的作用。

２　实验方案

２．１　实验装置

实验方案是在本小组此前提出的并行扫描光谱

ＳＰＲ成像方法
［８］的基础上加入偏振干涉技术。装

置示意图如图１所示。白光光源Ａ（卤钨灯）发出的

光经过物镜Ｂ聚焦在一个小孔Ｃ上，形成一个白光

点光源。白光点光源发出的光被一个凸透镜Ｄ准

直成平行光，经过偏振片Ｅ变为线偏振光，再经过

柱透镜Ｆ（对称轴竖直的柱面凸透镜），使其在水平

方向会聚。这样光照到ＳＰＲ激发装置Ｇ时，近似形

成 了 一 个 线 形 光 斑。ＳＰＲ 激 发 装 置 采 用

Ｋｒｅｔｓｃｈｍａｎｎ全反射模型
［２］：一块棱镜（Ｇ１）的斜面

上镀了几十纳米厚的金膜（Ｇ２），金膜外为被测平

面，上可以布置被测物（Ｇ３）。入射的线形光斑（Ｇ４）

会聚在金膜上。整个ＳＰＲ激发装置可以沿着如图

所示与其斜面平行，与线形光斑垂直的方向一维移

动。ＳＰＲ激发装置发出的反射光首先经过柱透镜

Ｈ（同柱透镜Ｆ，为对称轴竖直的柱面凸透镜），再次

变为平行光，然后再依次经过一个宽谱λ／４波片（Ｉ，

快轴同水平方向夹角４５°）和偏振片Ｊ。此后，光束

再经过柱透镜Ｋ（对称轴水平的柱面凸透镜），然后

进入一台光栅光谱仪 Ｍ 的入射狭缝Ｌ。进入狭缝

的光束在光谱仪内部分光后，被置于光谱仪出口的

面阵ＣＣＤ相机 Ｎ接收。面阵ＣＣＤ把接收的光转

换为二维图像，传输到计算机中。

图１ 基于偏振干涉术的并行扫描光谱ＳＰＲ成像装置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ｏｆａ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ｒｙｂａｓｅｄ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ｓｃａｎ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ｓｕｒｆａｃｅｐｌａｓｍｏｎ

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ＳＰＲ）ｉｍａｇｉｎｇｓｅｎｓｏｒ

　　这套装置中，除去光路中实现“偏振干涉”技术

的λ／４波片Ｉ和偏振片Ｊ，ＣＣＤ拍摄的一幅图像，在

修正系统的光谱响应后，图像的每一行都是ＳＰＲ激

发装置的金膜上被线形光斑照明的区域上一点的

ＳＰＲ光谱，不同行代表被照明的一维区域的不同点

的ＳＰＲ光谱。在本小组此前发表的工作中，这套装

置还可以通过机械的一维扫描，得到二维区域的

ＳＰＲ光谱信息
［８］。由于重点在金属膜厚度和偏振

ｓ１１４００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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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涉对ＳＰＲ传感器的影响，因此这套装置没有进行

扫描，而是作为一维光谱型ＳＰＲ传感器来使用。

２．２　不同厚度的金膜

为了研究金膜厚度对谱型ＳＰＲ传感器的影响，

自行镀制了不同厚度的金膜。使用的镀膜机是在沈

阳世昂真空技术有限公司定制的磁控溅射真空镀膜

机。镀制金膜的厚度根据镀膜时间的来控制，分别

镀制了镀膜时间为７０、８０、９０、１００、１１０、１２０、１３０ｓ

的金膜。这些金膜送往同济大学物理系使用Ｘ射

线衍射仪（ＸＲＤ）测量，结果如图２所示，其厚度分

别为２８．１６、３３．２２、３６．７１、４２．８７、４７．３６、５０．１０、

５４．３８ｎｍ。

图２ 金膜厚度和镀膜时间的关系

Ｆｉｇ．２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ｏｆＡｕｆｉｌｍ

ｏｎｔｈｅｔｉｍｅｏｆｃｏａｔｉｎｇ

２．３　偏振干涉技术

偏振干涉技术由入射光路中的偏振片Ｅ和出

射光路中的λ／４波片Ｉ和偏振片Ｊ提供。偏振干涉

技术的具体理论分析过程可参考文献［７］，简单来

讲，偏振干涉就是通过利用ＳＰＲ发生时ｐ光和ｓ光

这两个偏振分量的强度和相位的差别，以ｓ光为基

准，重新生成一个最小值为零的ＳＰＲ光谱或角度谱

曲线，以提高折射率分辨率的方法。理论分析表明，

偏振干涉对ＳＰＲ光谱曲线的作用又根据金属膜厚

度的不同而不同。图３（ａ）～（ｃ）分别为理论计算得

出的在金属膜厚度小于、等于和大于最佳厚度的情

况下，偏振干涉技术对ＳＰＲ光谱曲线的作用。由

图３首先可以看出，偏振干涉不仅能把ＳＰＲ光谱曲

线在原来最小值位置（该位置的波长称为ＳＰＲ波

长）调为零，而且能够在附近的任意位置调为零。由

于原始ＳＰＲ波长曲线对称性良好，因此在ＳＰＲ波

长左右位置使用偏振干涉技术后的ＳＰＲ光谱曲线

都略微展宽，不利于最小值位置的测量，因此可以推

断在ＳＰＲ波长处使用偏振干涉（即图３中的ＰＩ１）能

够获得更高的折射率分辨率。其次，可以看出，对于

不同厚度的金膜，偏振干涉的作用是不同的。对于

厚度小于最佳的金膜，偏振干涉能够降低最小值，并

且几乎不改变谱线中凹陷的宽高比。但是对于已经

是最佳厚度的金膜和厚膜，偏振干涉在降低最小值

的同时，光强变弱，在相同的曝光时间下会降低

ＳＰＲ凹陷的宽高比。对此，采用调整ＣＣＤ的曝光

时间，使各个ＳＰＲ光谱曲线充分利用ＣＣＤ的动态

范围。这样能够改善偏振干涉对凹陷宽高比的影

响，但是可以预测，偏振干涉对折射率分辨率的改

善，薄膜要比厚膜更明显。

图３ 偏振干涉对ＳＰＲ光谱曲线的作用（理论结果）。金膜厚度小于（ａ）、等于（ｂ）、大于（ｃ）最佳膜厚

Ｆｉｇ．３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ｔｈｅＳＰ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ＴｈｅＡｕｆｉｌｍｉｓ

（ａ）Ｔｈｉｎｎｅｒｔｈａｎｏｐｔｉｍｕｍ，（ｂ）ｅｑｕａｌｔｏｏｐｔｉｍｕｍ（ｃ）ｔｈｉｃｋｅｒｔｈａｎｏｐｔｉｍｕｍ

３　结果与讨论

首先，使用２．１中介绍的装置，以空气为被测

物，对不同厚度金膜的ＳＰＲ光谱曲线进行了测量。

结果如图 ４ 所示，存在最佳金膜厚度（图中的

４２．８７ｎｍ）使ＳＰＲ光谱曲线的最小值最小（由于镀

膜均匀性等原因不为零）；金膜越薄时，ＳＰＲ曲线最

小值越大，而且谱线更宽；金膜越厚时，最小值越大，

但是谱线更窄。由此，可以预测ＳＰＲ传感器的折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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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分辨率在最佳膜厚（４２．８７ｎｍ）时最好，金膜厚度

越偏离这一厚度则越差，且薄膜要比厚膜差。

图４ 七种不同厚度金膜的ＳＰＲ光谱曲线

Ｆｉｇ．４ ＳＰ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ｏｆＡｕｆｉｌｍｓｏｆｓｅｖｅ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ｅｓ

　　接下来，对这７种不同厚度的金膜在不同波长

位置应用偏振干涉技术，所得的结果如图５所示。

其中ｎｏＰＩ是没有偏振干涉的ＳＰＲ光谱曲线，ＰＩ１、

ＰＩ２、ＰＩ３分别是在原来最小值位置及其左边和右边

应用偏振干涉技术得到的ＳＰＲ光谱曲线。从图５

的结果可以看出，同在第２．３节中的理论分析结果

相符：对于厚度小于最佳的金膜，偏振干涉能够降低

最小值，并且几乎不改变谱线中凹陷的宽高比。但

是对于已经是或者厚于最佳厚度的金膜，偏振干涉

在降低最小值的同时，会减弱光强。且在原来最小

值位置（即ＳＰＲ波长处）使用偏振干涉技术得到的

ＳＰＲ光谱曲线的宽度比在其他位置窄。由此可以

预测在原来位置使用偏振干涉（图５中ＰＩ１）的折射

率分辨率最好，且薄膜的折射率分辨率的改善程度

要优于厚膜。

图５ 偏振干涉对不同膜厚全膜的ＳＰＲ光谱曲线的作用

Ｆｉｇ．５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ｒｙ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ｏｎｔｈｅＳＰ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ｏｆＡｕｆｉｌｍ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ｅｓ

　　最后，测量了各种不同情况下的系统的折射率

分辨率，分别在７种金膜厚度、４种有无偏振干涉的

情况下，测量了系统的稳定性。使用空气作为被测

物，ＣＣＤ相邻５行光谱做平均、５幅相邻的图像平均

来降低噪声，通过多项式拟合计算最小值位置，１０００

次重复测量得到最小值的测量误差。采用本小组此

前发表的系统的灵敏度［８］，计算得出各种情况下系

统的折射率分辨率如图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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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７种不同厚度金膜、不同偏振干涉条件下的

ＳＰＲ系统折射率分辨率

Ｆｉｇ．６ 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ｖｅｉｎｄｅｘ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ＰＲ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Ａｕ

ｆｉｌｍｏｆｓｅｖｅ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ｅｓａｎ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Ｉ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从图６可以看出，同之前预测的结果相符：没有

偏振干涉时，最佳厚度的金膜（４２．８７ｎｍ）的折射率

分辨率最好，为５．０×１０－７ＲＩＵ。但是金膜越偏离

这一厚度，折射率越差。其中薄膜更差，最薄的厚度

（２８．１６ｎｍ）的折射率分辨率为２．７×１０－６ＲＩＵ，为

最佳厚度时的５．４倍。使用偏振干涉后，尤其是在

原来最小值位置使用偏振干涉（图６中ＰＩ１），折射

率分辨率有了明显改善，最差值（８．１×１０－７ ＲＩＵ）

是最佳值（３．９×１０－７ＲＩＵ）的２．１倍。因此，可以说

偏振干涉使本ＳＰＲ传感器对金属膜厚的敏感性降

低了６１％。

综上所述，实验证明了偏振干涉技术能够改善光

谱型ＳＰＲ传感器的折射率分辨率对金膜厚度的敏感

性，金膜厚度在２８．１６～５４．３８ｎｍ范围内变化时，得

到３．９×１０－７～８．１×１０
－７ＲＩＵ的折射率分辨率。

４　结　　论

使用偏振干涉技术来提高光谱型ＳＰＲ传感器

的折射率分辨率，并且改善折射率分辨率对金膜厚

度的敏感性。金膜厚度在２８．１６～５４．３８ｎｍ范围

内变化时，系统的折射率分辨率达到３．９×１０－７～

８．１×１０－７ＲＩＵ。偏振干涉使本ＳＰＲ传感器对金属

膜厚的敏感性降低了６１％。这种方法能够增加

ＳＰＲ传感器的实用性，从而进一步推进ＳＰＲ技术的

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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