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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表面等离子体激元定向耦合器的传输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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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用三维全矢量时域有限差分法（ＦＤＴＤ）数值模拟了一种波导间隔金属条高度小于金属层厚度的表面等离

子体激元（ＳＰＰ）定向耦合器，并分析了其在基模传输时的模式场分布和能流密度分布，讨论了耦合长度、最大转移

功率与间隔金属条高度的变化关系。结果表明，波导内沿纵向的能流密度在靠近间隔金属条部分的强度更大，有

助于提高波导间耦合效率，并且当减小间隔金属条的高度时可以有效缩短定向耦合器耦合长度。这种亚波长定向

耦合器结构可以应用在基于表面等离子体激元的集成光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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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基于表面等离子体激元（ＳＰＰ）的光子器件能够

突破传统光子器件存在衍射极限的限制，在实现光

子器件的纳米集成方面拥有巨大的潜力。目前，基

于表面等离子体激元新型纳米光子器件，如分束

器［１，２］、反射器［３，４］、滤波器［５］、马赫 曾德尔干涉仪［６，７］

和波导环形共振器［８］等，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作为光学系统中的基础元件，光定向耦合器被

广泛应用于波导间耦合、滤波、偏振选择、调制、光开

关以及激光器等许多方面［９］。近年来，利用表面等

离子体激元特性和优势来实现光定向耦合器的研究

也逐渐展开［２，６，７，１０～１４］。Ｚｈａｏ等
［１１］用二维时域有限

差分法（ＦＤＴＤ）验证了亚波长金属狭缝结构表面等

离子体激元定向耦合器遵守传统介质型光定向耦合

器的一般耦合规律。Ｖｅｒｏｎｉｓ等
［１３］指出三维结构中

表面等离子体波导的耦合主要是通过衬底和覆盖层

１０１００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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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介质来进行的，而且与二维情形相比，耦合效率有

明显的增强。因为二维结构是平板波导，不存在文

中所讲的衬底和覆盖层，耦合只能通过金属来进行。

Ｇｒａｍｏｔｎｅｖ等
［１４］对这种狭缝型表面等离子体波导

定向耦合器的主要几个结构参数，如两波导间距、金

属层厚度和波导宽度等与耦合长度之间的关系进行

了深入的研究和分析。

由于表面等离子体波导传输损耗很大［９，１５，１６］，

为满足纳米光子集成的要求，应该保证耦合长度尽

量短，避免耦合长度过长而使得定向耦合器失去了

实际应用的意义。本文对这种基于狭缝型表面等离

子体波导的定向耦合器的传输特性做了进一步的研

究，利用三维ＦＤＴＤ法数值模拟了一种波导间隔金

属条高度小于金属层厚度的表面等离子体激元定向

耦合器，分析了其在基模传输时的模式场分布和能

流密度分布，并研究了耦合长度和最大转移功率等

随间隔金属条高度改变而改变的规律。

２　基本原理

图１为表面等离子体激元定向耦合器的模型示

意图，仅考虑了其中有效耦合的部分。在衬底上镀

一层金属薄膜，再上为覆盖层。在金属薄膜上刻蚀

两条相邻的狭缝，填充介质，这样，考虑狓方向分

布，可以将其看作是两条相邻的狭缝型表面等离子

体波导或者是金属 介质 金属（ＭＩＭ）表面等离子

体波导。金属层厚度为犺，两波导相互平行，宽度均

为狑，左右均匀对称，之间的金属层（间隔金属条）宽

度为狊，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最简单的定向耦合器
［９］。

利用ＦＤＴＤ法模拟分析了图１所示的定向耦

合器。其中，ＦＤＴＤ空间离散网格步长Δ狓＝Δ狔＝

２ｎｍ，Δ狕＝５ｎｍ，保证计算收敛性。计算中设置各

图１ 表面等离子体激元定向耦合器的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ｏｆＳＰＰ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ｕｐｌｅｒ

向异性完全匹配层作为吸收边界条件。用光波长

λ０＝６３２．８ｎｍ的平面波来激发表面等离子体激元。

设置衬底、覆盖层和金属狭缝中介质折射率均为

１．４４，金属选为银，其光学特性根据ＬｏｒｅｎｔｚＤｒｕｄｅ

模型获得［１７，１８］，在此波长下狀ｍｅｔａｌ＝０．１４４＋３．８０９ｉ。

一般将此类波导中的表面等离子体激元模式按照电

场犈狓 的分布归为四类
［１９］，分别为ｓ犿狓ｓ

狀
狔，ｓ

犿
狓ａ
狀
狔，ａ

犿
狓ｓ
狀
狔，

ａ犿狓ａ
狀
狔，其中ｓ和ａ分别表示犈狓 沿着狓或狔方向是对

称或反对称的（或者称作偶对称、奇对称），上标犿

和狀 表示模式的阶数。研究发现 狑 和犺 在１０～

５００ｎｍ范围内，ｓ０狓ｓ
０
狔 模始终为导模，并且其传播常

数的实部βｒ比其他模式都要大，因此可以将其看成

是该结构中的基模。实验中可以限制波导狓、狔方向

上尺寸，使波导内只有基模ｓ０狓ｓ
０
狔 传输。设置金属层

厚度犺＝１００ｎｍ，狭缝宽度狑＝５０ｎｍ，两波导间隔

金属条宽度狊＝６０ｎｍ。图２为用ＦＤＴＤ法模拟得

到的定向耦合器狓狔截面犈狓 和犈狔 场分布图。由

图２可知，左侧的波导１中ｓ０狓ｓ
０
狔 模的犈狓 场在狓、狔

方向均呈对称分布，而犈狔 场在狓、狔方向均呈反对

称分布。

图２ 狓狔面上场分布图（狕＝２００ｎｍ）。（ａ）犈狓；（ｂ）犈狔

Ｆｉｇ．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ｆｉｅｌｄｉｎ狓狔ｐｌａｎｅ（狕＝２００ｎｍ）．（ａ）犈狓；（ｂ）犈狔

　　设某一时刻表面等离子体激元从波导１中输

入，并沿狕轴方向向前传播，波导２中没有波场。由

于光学隧道效应，波导１中表面等离子体激元在衬

底、覆盖层介质和间隔金属条中的消逝场渗透到波

１０１００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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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２中（其中衬底和覆盖层介质中的消逝场占主要

部分），在波导２中激励起表面等离子体激元，并沿

着狕轴方向传播。当耦合距离狕＝犔ｃ时，波导１中

功率降为极小值，其中犔ｃ 即为耦合长度
［９］。然后，

波导２中的表面等离子体激元又向波导１中渗透。

这样，表面等离子体激元就周期性地在波导１、波导

２之间传递。在图３中可以看出这种场强弱变化的

过程（图３为数值模拟过程稳定后定向耦合器狓狕截

面上的犈狓 场分布）。

由图３可知，随着传输距离的增大犈狓 场强度

不断减弱（这里不考虑耦合作用的影响，仅关注其中

几个功率转移的极大值），仅传输几个微米后，变化

就已经很明显。表明这种波导的传输损耗是非常大

的。这就要求在制作表面等离子体激元定向耦合器

时，应该保证耦合长度尽量短。因为传输距离越短，

损耗越小，可供转移的能量就越大。在巨大的损耗

下，过长的耦合长度必将使得定向耦合器无法满足

大规模光子集成的要求。

图３ 狓狕面上犈狓 场分布图（狔＝５０ｎｍ）

Ｆｉｇ．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ｆｉｅｌｄ犈狓ｉｎ狓狕ｐｌａｎｅ（狔＝５０ｎｍ）

图５ 犎＝７０ｎｍ时狓狔面上场分布图（狕＝２００ｎｍ）。（ａ）犈狓；（ｂ）犈狔

Ｆｉｇ．５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ｆｉｅｌｄｉｎ狓狔ｐｌａｎｅ（狕＝２００）ｎｍｗｈｅｎ犎＝７０ｎｍ．（ａ）犈狓；（ｂ）犈狔

３　结构模型与特性分析

３．１　结构模型

为研究表面等离子体激元定向耦合器的传输特

性，实现其耦合长度的缩短，在Ｇｒａｍｏｔｎｅｖ等
［１４］研

究的表面等离子体激元定向耦合器，并参考一些文

献中表面等离子体波导的制作工艺［１９～２１］的基础上，

提出了一种间隔金属条高度小于金属层厚度的表面

等离子体激元定向耦合器，如图４所示。

因为耦合主要是通过衬底和覆盖层的介质来进

行的，这里令其间隔金属条在狔方向上更短，以便

有更多的介质来实现表面等离子体激元的耦合，达

到增强耦合效率、缩短耦合长度的目的。这里参照

二氧化硅将衬底材料折射率狀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设为１．４４，设置

金属层狭缝填充介质折射率狀ｓｌｏｔ＝１．４９，假定为聚

图４ 新型表面等离子体激元定向耦合器结构的

截面示意图

Ｆｉｇ．４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ｎｅｗ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ＳＰＰ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ｕｐｌｅｒ

合物聚甲基丙烯酸甲酯（ＰＭＭＡ），覆盖层折射率

狀ｃｌａｄｄｉｎｇ也设为１．４４。这样通过全内反射来实现对导

模在狔轴方向的限制。

同样设置金属层厚度犺＝１００ｎｍ，狭缝介质宽

１０１００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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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狑＝５０ｎｍ，间隔金属条宽度狊＝６０ｎｍ，其高度为

犎，并处于中心位置，距离衬底和覆盖层是等距离

的。金属仍为银，入射波长λ０＝６３２．８ｎｍ。这里以

间隔金属条高度犎＝７０ｎｍ为例观察定向耦合器基

模传输时的场分布图。由图５中犈狓，犈狔 场分布图

可以看出，缩短的间隔金属条使模式场分布发生了

变化。在这里犈狓 场大约呈梯形分布，而在图２中

接近于矩形。

３．２　间隔金属条高度对耦合长度的影响

图６为通过ＦＤＴＤ法数值模拟得到的耦合长

度犔ｃ随犎 变化的关系图。由图可知，在这个数值

范围内，耦合长度犔ｃ随间隔金属条高度 犎 的增大

几乎是呈线性增长。对于金属条高度小于１００ｎｍ，

也就是小于金属膜的厚度时，定向耦合器的耦合长

度也更短了，而且随犎 的减小持续缩短。这可以说

明通过减小间隔金属条高度确实能够实现耦合效率

的提高、耦合长度的缩短。

图６ 耦合长度犔ｃ随间隔金属条高度犎 的变化关系

Ｆｉｇ．６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ｏｆ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ｌｅｎｇｔｈ犔ｃｏｎ

ｈｅｉｇｈｔｏｆ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ｍｅｔａｌｓｔｒｉｐ犎

图７ 犎＝７０ｎｍ时狓狔面上犛狕 分布图（狕＝２００ｎｍ）

Ｆｉｇ．７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ｏｆ犛狕ｉｎ狓ｙｐｌａｎｅ（狕＝２００ｎｍ）

ａｔ犎＝７０ｎｍ

图７为在间隔金属条高度犎 ＝７０ｎｍ时狓狔面

上能流密度（坡印亭矢量）犛狕 的分布图。这里犛狕 ＝

１

２
（犈狓犎


狔 －犈狔犎


狓 ），式中犎


狓 ，犎


狔 分别为犎狓，犎狔

的共轭复数。图７所示的为犛狕 实部的变化。观察狓狔

面上犛狕分布，可以发现大部分场能量聚集在靠近间

隔金属条的区域。这有助于增大表面等离子体激元

在间隔金属条和其周围介质中的消逝场，进而提高

耦合效率。

另外，由图６可知，当间隔金属条高度继续增

大，大于１００ｎｍ时，即超出金属膜的厚度时，耦合

长度也随着变得更大。因为耦合主要是通过衬底和

覆盖层介质进行的，间隔金属条高度的增大使耦合

可以利用的介质变少，耦合效率变低，耦合长度变

长。因此，在集成光路中可以通过这种增加间隔金

属条高度的方法来降低相邻波导之间的耦合，减少

彼此信号之间干扰，进而来提高光子回路的集成度。

３．３　间隔金属条高度对最大转移功率的影响

随着表面等离子体激元沿狕轴方向向前传播，

能量在两波导间转移，波导１中的功率逐渐减小，波

导２中的功率逐渐增大。这里应注意，由于传输损

耗的原因，当波导２中功率达到极大值时，波导１中

功率并未减小到它的极小值。也就是说波导２中这

个极大值并不是在狕＝犔ｃ处，而是在犔ｃ之前。

通过计算得出了在波导２中第一次出现的光功

率极大值随间隔金属条高度 犎 变化的关系图，如

图８所示。由图８可知，归一化最大转移功率犘ｍａｘ

随间隔金属条高度犎 的减小呈增大趋势，表明通过

缩小间隔金属条的高度的确可以增强波导间的耦合

效率。

图８ 最大转移功率犘ｍａｘ随间隔金属条

高度犎 的变化关系

Ｆｉｇ．８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ｏｆｍａｘｉｍｕｍ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ｐｏｗｅｒ

犘ｍａｘｏｎｈｅｉｇｈｔｏｆ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ｍｅｔａｌｓｔｒｉｐ犎

４　结　　论

利用三维全矢量ＦＤＴＤ法数值模拟了一种波

导间隔金属条高度小于金属层厚度的表面等离子体

激元定向耦合器结构，并分析了其在基模传输时的

模式场分布和能流密度分布，通过研究耦合长度、最

大转移功率与间隔金属条高度的关系发现，减小定

向耦合器两相邻波导间隔金属条的高度可以提高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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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全等：　一种表面等离子体激元定向耦合器的传输特性

合效率并有效缩短耦合长度。模拟的结构为表面等

离子体激元定向耦合器的设计和制作提供了一定参

考。另外发现，通过增大相邻波导间隔金属条高度

（使其超过金属层厚度）可以减弱耦合作用，进而提

高表面等离子体激元集成光路的集成度。

参 考 文 献
１Ｇ．Ｖｅｒｏｎｉｓ，Ｓ．Ｆａｎ．Ｂｅｎｄｓａｎｄｓｐｌｉｔｔｅｒｓｉｎｍｅｔａｌｄｉ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ｍｅｔａｌ

ｓｕｂｗａｖｅｌｅｎｇｔｈｐｌａｓｍｏｎｉｃｗａｖｅｇｕｉｄｅｓ［Ｊ］．犃狆狆犾．犘犺狔狊．犔犲狋狋．，

２００５，８７（１３）：１３１１０２

２Ｚ．Ｈａｎ，Ａ．Ｙ．Ｅｌｅｚｚａｂｉ，Ｖ．Ｖａｎ．ＷｉｄｅｂａｎｄＹｓｐｌｉｔｔｅｒａｎｄ

ａｐｅｒｔｕｒｅａｓｓｉｓｔｅｄ ｃｏｕｐｌｅｒ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ｕｂｄｉｆ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ｃｏｎｆｉｎｅｄ

ｐｌａｓｍｏｎｉｃｓｌｏｔ ｗａｖｅｇｕｉｄｅｓ［Ｊ］．犃狆狆犾．犘犺狔狊．犔犲狋狋．，２０１０，

９６（１３）：１３１１０６

３Ｊ．Ｑ．Ｌｉｕ，Ｌ．Ｌ．Ｗａｎｇ，Ｍ．Ｄ．Ｈｅ犲狋犪犾．．Ａ ｗｉｄｅｂａｎｄｇａｐ

ｐｌａｓｍｏｎｉｃＢｒａｇｇｒｅｆｌｅｃｔｏｒ［Ｊ］．犗狆狋．犈狓狆狉犲狊狊，２００８，１６（７）：

４８８８～４８９４

４Ｙ．Ｋ．Ｇｏｎｇ，Ｌ．Ｒ．Ｗａｎｇ，Ｘ ．Ｈ．Ｈｕ犲狋犪犾．．Ｂｒｏａｄｂａｎｄｇａｐ

ａｎｄｌｏｗｓｉｄｅｌｏｂ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ｐｌａｓｍｏｎｐｏｌａｒｉｔｏｎｒｅｆｌｅｃｔｏｒｗｉｔｈＢｒａｇｇ

ｇｒａｔｉｎｇｂａｓｅｄＭＩＭｗａｖｅｇｕｉｄｅ［Ｊ］．犗狆狋．犈狓狆狉犲狊狊，２００９，１７（１６）：

１３７２７～１３７３６

５Ｊ．Ｔａｏ，Ｘ．Ｇ．Ｈｕａｎｇ，Ｘ．Ｓ．Ｌｉｎ．Ｔｏｏｔｈｓｈａｐｅｄｐｌａｓｍｏｎｉｃ

ｗａｖｅｇｕｉｄｅｆｉｌｔｅｒｓｗｉｔｈｎａｎｏｍｅｔｅｒｉｃｓｉｚｅ［Ｊ］．犗狆狋．犈狓狆狉犲狊狊，２００９，

１７（１６）：１３９８９～１３９９４

６Ｚ．Ｈａｎ，Ｌ．Ｌｉｕ，Ｅ．Ｆｏｒｓｂｅｒｇ． Ｕｌｔｒａｃｏｍｐａｃｔ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ｐｌｅｒｓａｎｄ ＭａｃｈＺｅｈｎｄｅｒ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ｅｒｓｅｍｐｌｏｙｉｎｇｓｕｒｆａｃｅ

ｐｌａｓｍｏｎｐｏｌａｒｉｔｏｎｓ［Ｊ］．犗狆狋．犆狅犿犿狌狀．，２００６，２５９：６９０～６９５

７Ｍ．Ｐｕ，Ｎ．Ｙａｏ，Ｃ．Ｈｕ犲狋犪犾．．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ｕｐｌｅｒａｎｄ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ＭａｃｈＺｅｈｎｄｅｒ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ｅｒ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ｅｔａｌｉｎｓｕｌａｔｏｒｍｅｔａｌ

ｐｌａｓｍｏｎｉｃｗａｖｅｇｕｉｄｅ［Ｊ］．犗狆狋．犈狓狆狉犲狊狊，２０１０，１８（２０）：

２１０３０～２１０３７

８Ｔ． Ｔａｎｇ， Ｘ． Ｗｅｎ， Ｃ． Ｙｉｎ 犲狋 犪犾．．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ｓｕｒｆａｃｅｐｌａｓｍｏｎｐｏｌａｒｉｔｏｎｓｉｎｒｉｎｇｒｅｓｏｎａｔｏｒ［Ｊ］．

犗狆狋．犈狓狆狉犲狊狊，２００９，１７（２６）：２４０９６～２４１０１

９ＳｈｅＳｈｏｕｘｉａｎ．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ＢａｓｉｓｏｆＧｕｉｄｅｄＯｐｔｉｃｓ［Ｍ］．Ｂｅｉｊｉｎｇ：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Ｊｉａｏｔ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１５３～１７８

　 佘守宪．导波光学物理基础［Ｍ］．北京：北方交通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２．１５３～１７８

１０Ｒ．Ｃｈａｒｂｏｎｎｅａｕ，Ｎ．Ｌａｈｏｕｄ，Ｇ．Ｍａｔｔｉｕｓｓｉ犲狋犪犾．．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ｏｐｔｉｃｓ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ｌｏｎｇｒａｎｇｉｎｇｓｕｒｆａｃｅｐｌａｓｍｏｎ

ｐｏｌａｒｉｔｏｎｓ［Ｊ］．犗狆狋．犈狓狆狉犲狊狊，２００５，１３（３）：９７７～９８４

１１Ｈ．Ｗ．Ｚｈａｏ，Ｘ．Ｇ．Ｇｕａｎｇ，Ｊ．Ｔ．Ｈｕａｎｇ．Ｎｏｖｅｌｏｐｔｉｃａｌ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ｕｐｌｅｒ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ｕｒｆａｃｅｐｌａｓｍｏｎｐｏｌａｒｉｔｏｎｓ［Ｊ］．

犘犺狔狊犻犮犪犈，２００８，４０：３０２５～３０２９

１２Ｑ．Ｆ．Ｚｈｕ，Ｄ．Ｙ．Ｗａｎｇ，Ｊ．Ｓ．Ｙｅ犲狋犪犾．．Ｃｏｕｐｌｅｄｍｅｔａｌｌｉｃｒｉｎｇ

ｇａｐｗａｖｅｇｕｉｄｅ［Ｊ］．犗狆狋．犆狅犿犿狌狀．，２０１０，２８３：１５４２～１５４５

１３Ｇ．Ｖｅｒｏｎｉｓ，Ｓ．Ｈ．Ｆａｎ．Ｃｒｏｓｓｔａｌｋ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ｐｌａｓｍｏｎｉｃｓｌｏｔｗａｖｅｇｕｉｄｅｓ［Ｊ］．犗狆狋．犈狓狆狉犲狊狊，２００８，１６（３）：

２１２９～２１４０

１４Ｄ．Ｋ．Ｇｒａｍｏｔｎｅｖ，Ｋ．Ｃ．Ｖｅｒｎｏｎ，Ｄ．Ｆ．Ｐ．Ｐｉｌ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ｐｌｅｒｕｓｉｎｇｇａｐｐｌａｓｍｏｎ ｗａｖｅｇｕｉｄｅｓ［Ｊ］．犃狆狆犾．犘犺狔狊．犅，

２００８，９３：９９～１０６

１５Ｈ．Ｒａｅｔｈｅｒ．ＳｕｒｆａｃｅＰｌａｓｍｏｎｓｏｎＳｍｏｏｔｈａｎｄＲｏｕｇｈＳｕｒｆａｃｅｓ

ａｎｄｏｎＧｒａｔｉｎｇｓ［Ｍ］．Ｂｅｒｌｉｎ：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１９８８

１６ＱｉｎＸｉａｏｊｕａｎ，ＧｕｏＹａ′ｎａｎ，ＸｕｅＷｅｎｒｕｉ．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ｐｌａｓｍｏｎｉｃ ｗａｖｅｇｕｉｄｅ ｗｉｔｈ ｄｏｕｂｌｅ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ｃｏｌｕｍｎｉｆｏｒｍ ｍｅｔａｌｌｉｃｎａｎｏｒｏｄｓｃｏ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ｇａｉｎ ｍｅｄｉｕｍ［Ｊ］．

犆犺犻狀犲狊犲犑．犔犪狊犲狉狊，２０１１，３８（３）：０３１０００１

　 秦小娟，郭亚楠，薛文瑞．带有增益介质包层的两个平行圆柱形

纳米金属棒构成的表面等离子体光波导的数值模拟［Ｊ］．中国激

光，２０１１，３８（３）：０３１０００１

１７Ａ．Ｄ．Ｒａｋｉｃ，Ａ．Ｂ．Ｄｊｕｒｉｓｔｉｃ，Ｊ．Ｍ．Ｅｌａｚａｒ犲狋犪犾．．Ｏｐ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 ｍｅｔａｌｌｉｃｆｉｌｍｓｆｏｒ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ｃａｖｉｔｙ ｏｐｔｏ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ｄｅｖｉｃｅｓ［Ｊ］．犃狆狆犾．犗狆狋．，１９９８，３７（２２）：５２７１～５２８３

１８Ｅ．Ｄ．Ｐａｌｉｋ．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ｏｆＯｐｔｉｃａｌ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ｓｏｆＳｏｌｉｄｓ［Ｍ］．Ｓａｎ

Ｄｉｅｇｏ：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５

１９Ｌ．Ｌｉｕ，Ｚ．Ｈ．Ｈａｎ，Ｓ．Ｌ．Ｈｅ．Ｎｏｖｅｌｓｕｒｆａｃｅ ｐｌａｓｍｏｎ

ｗａｖｅｇｕｉｄｅｆｏｒｈｉｇｈ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Ｊ］．犗狆狋．犈狓狆狉犲狊狊，２００５，１３（１７）：

６６４５～６６５０

２０Ｓ．Ｙ．Ｚｈｕ，Ｔ．Ｙ．Ｌｉｏｗ，Ｇ．Ｑ．Ｌｏ犲狋犪犾．．Ｓｉｌｉｏｎｂａｓｅｄ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ｎａｎｏｐｌａｓｍｏｎｉｃｓｌｏｔｗａｖｅｇｕｉｄｅｓｆｏｒｏｎｃｈｉｐ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Ｊ］．犗狆狋．犈狓狆狉犲狊狊，２０１１，１９（９）：８８８８～８９０２

２１Ｄ．Ｘ．Ｄａｉ，Ｙ．Ｃ．Ｓｈｉ，Ｓ．Ｌ．Ｈｅ犲狋犪犾．．Ｇａｉｎｅｎｈａｎｇｃｅｍｅｎｔｉｎａ

ｈｙｂｒｉｄｐｌａｓｍｏｎｉｃｎａｎｏｗａｖｅｇｕｉｄｅｗｉｔｈａｌｏｗｉｎｄｅｘｏｒｈｉｇｈｉｎｄｅｘ

ｇａｉｍｅｄｉｕｍ［Ｊ］．犗狆狋．犈狓狆狉犲狊狊，２０１１，１９（１４）：１２９２５～１２９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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