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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微纳光纤偏振滤光器是光纤通信和传感系统的微型基本元件之一。利用超模耦合理论研究表明，当选择合

适的耦合区长度和微纳光纤直径时，两平行紧贴微纳光纤构成的耦合器件可实现起偏效应，即将非偏振的输入光

变为偏振光输出；理论设计分析给出了产生这种效应的几何参量值。实验研究了两根微纳光纤平行耦合时输出光

偏振度（ＤＯＰ）与耦合长度的关系，验证了起偏效应并制作了基于消逝场耦合的微纳光纤偏振滤光器。实验表明当

微纳光纤偏振滤光器输入非偏振光时，在１５４５～１５６０ｎｍ波段耦合输出端光的偏振度达到了９０％以上，实现了光

束起偏；在此波段内某些波长的输出光消光比（ＬＰＥＲ）可达到２４ｄＢ以上，而其他波长处为椭圆偏振光或者圆偏振

光，实现了分色起偏。此器件与检偏器组合可制成带通（阻）波长滤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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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微纳光纤是指玻璃或聚合物制作而成的，直径

在几百纳米到几个微米的光学波导。微纳光纤具有

强消逝场、强光约束能力、相对较低的损耗和很好的

柔韧性等优点［１］，因而受到很大的关注［２～５］。因为

可实现低损耗的小半径弯曲光波导，例如半径小至

５μｍ
［６］，为进一步缩小光学器件提供了可能，所以

微纳光纤已成为制作微型光学器件基本材料之一。

基于微纳光纤的各种微型光学器件不断被报道，如

马赫 曾德尔干涉器［７，８］、谐振腔［９，１０］、全光可调谐的

谐振腔［１１］、小型激光器［１２］、ＡｄｄＤｒｏｐ滤波器
［１３］、全

光开关［１４］、改善光束质量［１５］、快速微型传感器［１６～１９］

等。另外也被用于实验研究基本的物理问题［２０］。

偏振滤光器是将入射光按其偏振特性进行分离

的光学器件，主要应用于需要对偏振态进行有效控

制的光学系统中，例如相干光学通信和干涉式光学

传感器等。微纳光纤已经应用于这些领域［８］，因此

也有需要制作和研究微纳光纤的偏振滤光器。

童利民小组［２１］最先研究了两根微纳光纤平行

紧贴的耦合效应。对于这种耦合，他们研究了两微

纳光纤直径、折射率及耦合长度对耦合效率的影响。

李宝军小组［２２］演示了耦合长度仅为２μｍ的超小型

缠绕耦合器，并提出通过调节缠绕角度控制耦合器

分光比的方法。这些都表示微纳光纤消逝场间的耦

合特征可用于制作超小型的光学器件。利用波导耦

合的方法可以实现长度为１０μｍ 的超小型起偏

器［２３］，但目前还没有利用微纳光纤消逝场间耦合中

的偏振特性的研究报道。

本文利用超模耦合理论研究了两根微纳光纤平

行耦合，当输入非偏振光时，输出端的偏振效应，理

论计算给出了这种效应的几何参量值。实验研究了

两根微纳光纤平行耦合时输出光与耦合长度的关

系，对理论分析结果进行了实验验证，并实验制作演

示了基于消逝场耦合的微纳光纤偏振滤光器。

２　理论分析和计算设计

通过耦合波导的超模理论，研究了基于微纳光

纤的消逝场间耦合的偏振特性。根据此特性，针对

两平行紧贴的微纳光纤间的耦合，利用全矢量有限

元的数值方法，计算设计出产生输出光起偏效果的

微纳光纤器件优化几何结构参数（微纳光纤直径和

耦合长度）。因为只有当微纳光纤直径相同时，两波

导的传播常数相等，耦合效率最高，起偏效果最好，

所以本文的理论研究只涉及两直径相同的微纳光纤

构成的耦合器件［２４］。一般情况下，输入光波通过锥

形过渡区进入用标准单模光纤拉制的微纳光纤后，

大部分光波以基模传输，而一部分以高阶辐射模传

输，当光场在微纳光纤中传输足够长的距离后，微纳

光纤中只剩下基模传输的光场。因此，只需研究耦

合区微纳光纤为基模输入的情况，可忽略高阶模的

影响。

根据波导耦合的超模理论［２４］，波导耦合现象可

以解释为两波导对称和反对称超模的干涉。这里的

超模即为两无穷长平行紧贴波导结构的稳定传

播模。

两根相互耦合的波导中，每种偏振模式［横电

（ＴＥ）或横磁（ＴＭ）］都有一对称超模（偶模）和一反

对称超模（奇模），它们的传播常数分别为βＴＥ，ｅｖｅｎ

（βＴＭ，ｅｖｅｎ）和βＴＥ，ｏｄｄ（βＴＭ，ｏｄｄ），这里用下标犻分别表示

ＴＥ和 ＴＭ 偏振模，而对应的有效折射率分别为

狀ＴＥ
，ｅｖｅｎ

ｅｆｆ （狀ＴＭ
，ｅｖｅｎ

ｅｆｆ ）和狀ＴＥ
，ｏｄｄ

ｅｆｆ （狀ＴＭ
，ｏｄｄ

ｅｆｆ ），它们都为光波长

的函数。当这对奇偶超模在耦合区传输一定距离

后，这对超模的干涉结果使传输光从一波导完全耦

合到另一波导［２４］。这一最短的耦合距离称为 ＴＥ

（ＴＭ）模的拍长，记为犔ＢＴＥ（ＴＭ），可表示为

犔Ｂ犻（λ）＝π／［β（λ）犻，ｅｖｅｎ－β（λ）犻，ｏｄｄ］＝

λ／｛２［狀（λ）
犻，ｅｖｅｎ
ｅｆｆ －狀（λ）

犻，ｏｄｄ
ｅｆｆ ］｝． （１）

　　如果耦合区长度为ＴＥ（ＴＭ）拍长的奇数倍，那

么ＴＥ（ＴＭ）光将从一光纤完全耦合到另一光纤，此

时耦合最大，但如果耦合长度为拍长的偶数倍时，

ＴＥ（ＴＭ）光将从另一光纤又重新回到原来的光纤

中，此时耦合最小。因此，只要耦合区长度犔Ｃ 为

ＴＥ拍长的奇数（偶数）倍，同时为ＴＭ 拍长的偶数

（奇数）倍，那么ＴＥ和ＴＭ 光将分别进入耦合区后

部的两个输出端中，实现最好的起偏效应。从而可

知，起偏效应最好的条件应为

犔Ｃ ＝犿犔
Ｂ
ＴＥ ＝ （犿＋狀）犔

Ｂ
ＴＭ．　

犿＝１，２，３，…

狀＝１，３，５（ ），…

（２）

　　图１给出了使用全矢量有限元方法计算得到的

两根直径都为３μｍ微纳光纤中传输的４种超模模

场分布，ＴＭ 偏振 犈狔 分量的奇偶超模分别如

图１（ａ）、（ｂ）所示，而 ＴＥ偏振犈狓 分量的奇偶超模

分别如图１（ｃ）、（ｄ）所示。图１中各图中的二个圆

圈表示二根光纤的横截面。从图１（ｂ）、（ｄ）可见，两

微纳光纤紧贴处发生强耦合作用，致使这附近模场

发生变形。对比图１（ｂ）、（ｄ）还可知，ＴＥ偶超模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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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形变比ＴＭ偶超模的形变明显，此表明ＴＥ模的

耦合作用比ＴＭ耦合作用强，因此ＴＥ奇偶对称模

的有效折射率差也比 ＴＭ 的有效折射率差要大。

从（１）式可知，这便是ＴＭ拍长比ＴＥ拍长要长的原

因。这也表明存在满足（２）式的耦合长度使微纳光

纤耦合器件实现起偏效应。

图１ 超模模场分布的计算结果。（ａ）ＴＭ 模奇对称模；

（ｂ）ＴＭ模偶对称模；（ｃ）ＴＥ模奇对称模；（ｄ）ＴＥ

模偶对称模。图中箭头表示所在空间点的光偏振

　　　　　　　　态方向

Ｆｉｇ．１ Ｍｏｄｅｆｉｅｌｄｏｕｔｐｕｔｐｒｏｆｉｌｅｏｆｔｗｏ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ｍｉｃｒｏ

ｆｉｂｅｒ．（ａ）ＴＭｏｄｄｍｏｄｅ；（ｂ）ＴＭｅｖｅｎｍｏｄｅ；

（ｃ）ＴＥｏｄｄｍｏｄｅ；（ｄ）ＴＥｅｖｅｎｍｏｄｅ．Ａｒｒｏｗｓ

ｓｈｏｗｓｔｈｅｏｐｔｉｃａｌ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ｐａｃｅ

　　　　　　　　ｐｏｉｎｔ

图２中符号线为利用全矢量有限元计算得到的

四超模有效折射率随微纳光纤直径变化的关系。当

有效折射率已知时，可通过（１）式分别求得 ＴＥ和

ＴＭ拍长随微纳光纤直径的关系，其曲线如图２中

虚线和实线所示。在图２的计算中，微纳光纤直径

的变化步长取为０．０１μｍ，微纳光纤的折射率取为

１．４６，光波长为１５５０ｎｍ。从图２可知，ＴＥ（ＴＭ）奇

偶模的有效折射率差随着微纳光纤直径变大而变

小，而有效折射率则随其直径变大而增大，并趋向微

纳光纤折射率１．４６。这是因为微纳光纤直径越大，

则空气中的消逝场越少，大部分光场都在微纳光纤

中传输，因此两微纳光纤之间的消逝场耦合作用降

低，有效折射率差变小，有效折射率趋向微纳光纤折

射率，从而ＴＥ（ＴＭ）的拍长变长。另外，从图２可

知，当微纳光纤直径相同时，ＴＭ 偏振模的拍长比

ＴＥ偏振模的拍长短，它们的拍长及拍长差都随着

直径增大而变长。因此存在着使一个偏振模耦合最

大，另一个偏振模耦合最小的耦合区长度，在此耦合

长度处，两ＴＥ、ＴＭ 偏振模合成光在耦合区的输出

端成为偏振光，从而可以实现输出光的起偏效应。

图２ ＴＭ（ＴＥ）模的奇偶对称模的有效折射率、

拍长犔Ｂ 随光纤直径变化的关系

Ｆｉｇ．２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ｖｅｉｎｄｅｘａｎｄｂｅａｔｌｅｎｇｔｈｏｆ

ＴＭ（ＴＥ）ｏｄｄ（ｅｖｅｎ）ｍｏｄｅｖｅｒｓｕｓｍｉｃｒｏｆｉｂｅｒ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由以上分析可知，两个偏振模的拍长差越大，产

生的起偏效应就会越明显，因此可以设想，用直径为

６μｍ以上的微米光纤容易产生较明显的偏振效应。

由图２可知，拍长随着微纳光纤直径变大而变

长，因此根据（２）式可知，当分别选一组特定值（犿，

狀）时，总有一组起偏效应最好的耦合长度犔Ｃ 和微

纳光纤直径犱，（犔Ｃ，犱）与之对应。当（犿，狀）取不同

整数时，通过数值求解（２）式，便可得一批对应的离

散起偏点（犔Ｃ，犱），将这批离散点表示在坐标图３

中，其中纵坐标为耦合长度犔Ｃ，横坐标为微纳光纤

直径犱。图中的起偏点组成了若干条不连续的离散

曲线，每条曲线中对应一个狀值，例如最下面的离散

曲线就为狀＝１时，犿取不同的值所对应的点构成的

曲线；越靠上的曲线，所对应的狀值就越大。

图３中的点可以分为三个区域，其中ａ区位于

直径范围为２．０～２．５μｍ，耦合长度在１５～４５ｍｍ

的区域，此区域内的起偏点最密集。当制作的两根

微纳光纤耦合器件直径在此区域内时，每个直径都

对应一个２０ｍｍ左右的耦合区长度变化范围，在此

范围内的起偏点的值都可以令器件实现起偏；在ｂ

区内，起偏点组成的离散曲线比较平缓，器件微纳光

纤直径在２．５～３．５μｍ的范围内，其起偏效应的耦

合长度范围为５～４０ｍｍ，有３５ｍｍ的调整起偏范

围。而在直径大于３．５μｍ的区域内，起偏耦合长

度都在约５０μｍ以上，并随着直径的增大而增大到

９０μｍ 以上，但在此区域内的起偏点的离散程度

很大。

结合图２和图３可确定优化的器件制作几何结

构参数。图２表明，两根微纳光纤耦合时，直径大于

６μｍ则易于制作出较高偏振效应的器件。由图３

可知，当直径大于６μｍ的最小耦合长度的起偏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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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犿，狀）取不同值时，具有起偏效应的两根微纳光纤

耦合几何结构参数分布图（微纳光纤直径和耦合长度）

Ｆｉｇ．３ Ｆｉｂｅｒ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ｖｅｒｓｕｓ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ｌｅｎｇｔｈｗｈｅｎｔｈｅ

ｃｏｕｐｌｅｒａｂｌｅｔｏｐｏｌａｒｉｚｅｌｉｇｈｔ（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ｂｌｅ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ｌｅｎｇｔｈｖｅｒｓｕｓｆｉｂｅｒ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时是直径约为８．８７μｍ 的点，对应耦合长度约为

１２．６３ｍｍ。为此设计实验中的优化几何结构参数

为微纳光纤直径约９μｍ，耦合长度约１０ｍｍ。需要

注意的是，此几何结构参数是以入射光波长为

１５５０ｎｍ设计的，如果入射光不为１５５０ｎｍ，则当光

经过光纤耦合器耦合后，ＴＥ和ＴＭ 偏振模不能完

全分开，会在同一个输出端口中同时存在两种偏振

模式，且当入射光波长不同时，这两种偏振模式的比

例也会不同，这会造成起偏器对不同波长的光偏振

效果不同的现象。如果器件的几何结构参数完全符

合图３中的起偏点，且入射波长为１５５０ｎｍ的完全

偏振光，则器件在理论上可使ＴＥ和ＴＭ 偏振模的

光分别从两个端口输出，即在两个端口分别输出线

偏光。

３　器件制作

耦合所用的两根直径相同的微米光纤为利用两

根普通通信光纤在火焰下同时拉制而成。这可使两

根光纤在拉制过程中受热相同，被拉制的速度和拉

制距离完全相同，所以这样的制作过程可以保证拉

制的两根微米光纤直径和渐变区完全相同，使耦合

效率最大。图４中火焰灯（ｂｕｒｎｅｒ）用于加热光纤，

火焰灯旁边两个是二维调节架，用于拉伸光纤，光源

（ＬＳ）为可调激光器（ＡＮＤＯＡＱ４３２１ＤＴＵＮＡＢＬＥ

ＬＡＳＥＲＳＯＵＲＣＥ波长范围：１５２０～１６２０ｎｍ），扰

偏仪（ＯＰＳ）（ＦＩＢＥＲＰＲＯＰＳ３２００）用于将输入器件

的光退偏，偏振分析仪（ＳＯＰＡ）（ＦＩＢＥＲＰＲＯＳＡ

２０００）用于实时分析输出光的偏振状态。

当光纤拉制到几微米量级时，因为范德华力和

静电力的作用，两根光纤自然地互相吸引紧贴一起，

图４ 实验装置示意图

Ｆｉｇ．４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ｅｔｕｐ

形成一段由两根平行紧贴微纳光纤的耦合区域，称

作光耦合区，光在耦合区传播时，会从一根光纤耦合

到另外一根光纤。利用这种方法拉制的微纳光纤由

于两端的尾纤仍是普通通信光纤，所以易于与测试

系统连接。

实验中制作并测试了两个不同几何参数的微纳

光纤耦合器件。一号器件由两根各自直径３μｍ左

右的微米光纤构成，两微米光纤的中部相互接触，形

成光耦合区，测量得到两微米光纤在耦合区的接触

长度为２７．８ｍｍ，如图５（ａ）、（ｂ）所示。此样品用于

测试耦合区长度与微纳光纤耦合器件偏振特性的

关系。

图５ 两个耦合型微纳光纤偏振滤光器的显微照片

Ｆｉｇ．５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ｉｍａｇｅｏｆｔｗｏｍｉｃｒｏｆｉｂｅｒ

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ｉｌｔｅｒｂａｓｅｄｏｎｅｖａｎｅｓｃｅｎｔｆｉｅｌｄ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为了制作成的器件的直径和耦合区长度符合

图３中的点所对应的参数，二号器件在光纤直径拉

至１０μｍ左右时，将器件接入测试系统，然后再通

过继续缓慢拉伸两根微纳光纤（每次拉伸长度不超

过１０μｍ），同时调节器件的耦合区长度，当偏振分

析仪得到的输出光偏振度（ＤＯＰ）达到９０％以上时，

停止拉伸，最后拉制成了两根各自直径８．５μｍ左

右的微米光纤，两者的中部相互接触，形成光耦合

区，耦合区紧密接触长度约为９．４ｍｍ，其传输损耗

约为４．２ｄＢ。此参数基本与图２中直径９μｍ，耦合

区长度１３ｍｍ的点相符。用以上方法制作器件的

成功率很高，因为光纤拉制过程中，光纤直径和耦合

长度都在变化，总有可能得到满足图３起偏点的几

何参数。二者有差别是因为理论计算所确定的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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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长度与实验中测量的耦合区长度概念并不相同。

理论计算的耦合区长度只考虑了两根光纤完全紧贴

部分的长度，并没有考虑两根光纤耦合区分离点附

近，两光纤相距很近的部分的长度，这部分长度也对

耦合起作用，但计算的ＤＯＰ是不考虑的；而实际实

验中，测量的ＤＯＰ是包含在两根光纤逐渐靠近的过

渡区域发生的耦合效应的，但由于测量中较难得到

此过渡区域的长度，因此本实验中只给出耦合区接

触部分的几何长度，它是小于理论计算长度的。

图５为两个制作的器件的显微照片，图５（ａ）和

图（ｂ）为一号器件，其耦合区接触长度约为２７．８

ｍｍ，两根接触光纤各自最小直径为３μｍ左右。图

５（ｃ）、（ｄ）和（ｅ）是二号器件，其耦合区接触长度约为

９．４ｍｍ，两根光纤各自最小直径为８．５μｍ左右。

其中图５（ａ）和（ｅ）分别为两个器件各自光纤直径最

小时的照片，图５（ｂ）、（ｃ）和（ｄ）分别为两个器件各

自两根光纤开始互相接触处的照片，耦合区接触长

度就为这些接触点之间光纤的长度。照片表明，一、

二号器件接触点处光纤直径基本相同，分别约为５

μｍ和１３μｍ，说明器件光纤直径从两端向中间由大

到小渐变，这与理论计算的情况不同。

４　结果分析及讨论

４．１　耦合区长度对输出光偏振特性的影响

为了讨论耦合区长度对器件输出光的偏振特性

的影响，利用已经拉制好的两根直径都为３μｍ的微

纳光纤进行了实验研究。如前所述，实际耦合区长

度为接触部分长度和过渡区长度之和，但实验中较

难测得过渡区长度，而耦合作用的主要贡献来自于

接触部分，因此在本实验研究中，用接触部分长度替

代实际耦合区长度，这并不失结果的一般性。图６

中，制作好的偏振器放置在 ＭＡＳ２三维调节架上，

两根微米光纤各自直径为３μｍ，初始的耦合区接触

长度为２７．８ｍｍ左右，逐渐分离两根接触的微米光

纤，调节耦合区长度，以找到起偏效果最好的耦合区

长度。输入光经过ＯＰＳ被退偏（ＤＯＰ小于６％）后，

再输入制作好的两根耦合在一起的微米光纤耦合器

件，两个端口输出光分别接入ＳＯＰＡ中进行偏振态

的测量。

器件分为三个端口，光输入的端口称作“输入

端”，和输入端在同一微米光纤上的光输出端口称为

“直通端”，另外一个微光纤上的光输出端口则称为

“耦合端”。

波长为１５５０ｎｍ的光经过扰偏仪后，ＤＯＰ降为

图６ 实验装置示意图

Ｆｉｇ．６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ｅｔｕｐ

４．４５％，初始的耦合区接触长度为２７．８ｍｍ，然后

通过逐渐移动的方法分离耦合段来调节耦合区接触

长度，每次分离的步长１０μｍ，测量两个端口输出光

的偏振态随耦合区长度的变化。分离移动１００步后

耦合区长度变为２６．８ｍｍ。图７给出了器件二个

端口输出光的ＤＯＰ与耦合区长度的关系。

图７ 两个端口输出光ＤＯＰ随耦合区长度的变化

Ｆｉｇ．７ ＤＯＰｏｆｏｕｔｐｕｔｌｉｇｈｔｆｒｏｍｃｒｏｓｓｐｏｒｔａｎｄｂａｒｐｏｒｔ

ｖｅｒｓｕｓ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ｌｅｎｇｔｈ

从图７中可以看出，两个端口输出光的ＤＯＰ由

输入光的４．４５％的入射光，经两根微纳光纤间的消

逝场耦合作用，成为５０％左右的部分偏振光。图中

还显示，两个端口输出光的ＤＯＰ都随着耦合区长度

的变化而起伏变化，这说明器件的耦合区长度对器

件中传输光的偏振态有着重要的影响。从图３中可

以看出，耦合端的ＤＯＰ起伏较小，原因是当微纳光

纤直径３μｍ时，耦合区长度在２６．８～２７．８ｍｍ间

满足起偏条件的点很密集，所以调节器件耦合区长

度时，长度交替地落在起偏点和不满足耦合起偏条

件的耦合区长度附近，因此会出现ＤＯＰ的起伏变

化。而两个端口输出光ＤＯＰ始终在６０％以下，可

由图２中的拍长差给出解释：图２表明，当微纳光纤

直径为３μｍ 时，两个偏振模的拍长差较小，小于

１ｍｍ，而当直径为６μｍ以上时，二个偏振模的拍

长差就大于１ｍｍ了，因此由于二者拍长差造成的

起偏效应在直径为３μｍ时就没有直径为６μｍ的

明显。二号器件的制作过程表明，用直径为６μｍ

以上的微米光纤可以产生较高的ＤＯ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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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器件偏振特性与传输光波长的关系

测量了ＤＯＰ达到９０％时停止拉伸的二号器件

样品，其二根光纤各自直径约８．５μｍ，耦合接触长

度约为９．４ｍｍ。研究此器件在入射光的波长为

１５２０～１６２０ｎｍ范围内该器件的偏振特性，可获得

波长相关性。实验测试了直通端和耦合端输出光在

此波长范围内的偏振度、线性消光比（ＬＰＥＲ）。

通信波长１５５０ｎｍ 附近的二号器件输出光

ＤＯＰ的波长相关特性如图８所示。图８中短横线

为器件输入光，这是经扰偏仪退偏后的退偏光，虚线

为直通端输出光，实线为耦合端输出光曲线。图８

表明，输入退偏光的ＤＯＰ波长相关曲线较平缓，保

持ＤＯＰ小于６％；而输出直通端和耦合端的ＤＯＰ

波长相关曲线都随着波长的改变呈振荡变化，且变

化幅度较大，最大变化幅值约为９０％。这表明，两

个端口的输出光ＤＯＰ相对于退偏输入光都有了提

高，而耦合端输出光在一些波长范围内的ＤＯＰ更

高，例如，耦合端在１５４５～１５６０ｎｍ范围内输出光

ＤＯＰ达到了９１．５６％以上，而在此波长范围内的输

入退偏光ＤＯＰ小于４％，即存在一个宽度为１５ｎｍ

的微米光纤高起偏工作波长范围，这表明所制备的

器件有起偏效应，可以将退偏光转变成偏振光。这

验证了第２节理论分析的结果。

图８ 器件输出光的ＤＯＰ随输入光光波长的变化

Ｆｉｇ．８ ＤＯＰｏｆｏｕｔｐｕｔｌｉｇｈｔｆｒｏｍｔｈｅ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ｖｅｒｓｕｓｗａｖｅｌｅｎｇｔｈｏｆｉｎｐｕｔｌｉｇｈｔ

波长１５５０ｎｍ附近器件输出光ＬＰＥＲ的波长

相关特性如图９所示。图９中实线和虚线分别为耦

合端输出光和直通端输出光的ＬＰＥＲ与输入光光

波长的关系曲线。由图９可以看出，器件两个输出

光的ＬＰＥＲ随着波长的改变而振荡变化。这说明

输出光的偏振部分的偏振态随着波长的改变而改

变。图９中标出了耦合端输出光４个波长处的偏振

态状态，其中在峰值处输出线偏振光，在峰谷处输出

的是椭圆偏振光。

图９ 器件输出光的ＬＰＥＲ随输入光波长的变化

Ｆｉｇ．９ ＬＰＥＲｏｆｏｕｔｐｕｔｌｉｇｈｔｆｒｏｍｔｈｅ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ｖｅｒｓｕｓｗａｖｅｌｅｎｇｔｈｏｆｉｎｐｕｔｌｉｇｈｔ

根据图８，耦合端的起偏ＤＯＰ可达９０％，起偏

效果较好，所以对耦合端输出光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图１０中给出耦合端输出光的ＤＯＰ和ＬＰＥＲ随波长

变化的曲线。

图１０ 耦合端输出光的ＤＯＰ和ＬＰＥＲ随波长的变化

Ｆｉｇ．１０ ＤＯＰａｎｄＬＰＥＲｏｆｏｕｔｐｕｔｌｉｇｈｔｆｒｏｍｃｒｏｓｓｐｏｒｔ

ｖｅｒｓｕｓｗａｖｅｌｅｎｇｔｈ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图１０中实线和点划线分别为耦合端输出光的

ＤＯＰ和ＬＰＥＲ随输入光光波长变化的曲线。图１０

中还标注出了在起偏工作波长范围内ＬＰＥＲ最高

和最低的两个点（１５４７ｎｍ和１５５５ｎｍ）的偏振光偏

振特性图；图中两根水平和两根竖直的点划线标示

出几个重要的参数：ＤＯＰ为９０％、ＬＰＥＲ为１５ｄＢ、

波长１５４５ｎｍ和１５５９ｎｍ。从图中可以看出，在耦

合端输出光 ＤＯＰ大于９０％的起偏工作波长范围

１５４５～１５５９ｎｍ 内，１５４６～１５４９ｎｍ 范围内的

ＬＰＥＲ都达到了１５．０５ｄＢ以上，接近为线偏振光，

达到了一般实验中对线偏振光的要求，其中ＬＰＥＲ

在１５４７ｎｍ 波长处达到了最高的２７．７９ｄＢ；在

１５５５ｎｍ波长处，ＬＰＥＲ为２．９６ｄＢ，为椭圆偏振光；而

在１５７２ｎｍ波长处，ＬＰＥＲ为０．７６ｄＢ，为接近圆偏振

光。图１０表明，退偏光经过此器件起偏后，根据波长

的不同，有可能变为线偏振光、椭圆偏振光或者圆偏

振光，这也表明产生了分色起偏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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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结　　论

理论和实验研究了利用两根微米光纤消逝场耦

合的方法，制作出了耦合型微米光纤偏振滤光器。

根据超模耦合理论，利用全矢量有限元的数值

方法，研究了将两根微纳光纤平行耦合时，当输入非

偏振光时，输出端的光偏振特性。理论研究表明，输

出端将产生光的起偏效应；理论设计分析给出了这

种效应的几何参量值，并讨论了实现起偏效果的起

偏器优化几何结构参数（微纳光纤直径和耦合长

度）。实验研究了两根微纳光纤平行耦合时输出光

与耦合长度的关系，验证了起偏效应。成功演示制

作了基于消逝场耦合的微纳光纤偏振滤光器。实验

还研究了微纳光纤耦合器件的偏振特性在通信波段

的波长相关性。此器件耦合区长度约为９．４ｍｍ，

光纤最小直径为８．５μｍ左右；在通信波长１５５０ｎｍ

附近有一个宽度为１５ｎｍ 的起偏工作波长范围

（１５４５～１５６０ｎｍ），在此工作波长范围内的退偏光

（ＤＯＰ小于４％），经过微米光纤耦合器件起偏后，在

耦合端，输出光的 ＤＯＰ达到了９０％以上；且在

１５４７ｎｍ处，输出光ＬＰＥＲ达到了２７．７９ｄＢ，几乎为线

偏振光，而在１５５５ｎｍ处，ＬＰＥＲ为２．９６ｄＢ，为椭圆

偏振光，也即产生了分色起偏效应。因为ＬＰＥＲ随

波长变化曲线在１５４５～１５６０ｎｍ波段处有一个尖

锐的波峰，峰峰值达到２４．８３ｄＢ，因此，如果在耦合

端输出口加入方向与１５４７ｎｍ处输出光偏振方向垂

直的检偏器，可起到滤波的作用，将１５４７ｎｍ波长的

信号滤除，可制成波长滤波器或者带通（阻）滤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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