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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波在一维多层结构中的传输特性分析
刘名扬　董云霞

（装甲兵工程学院基础部，北京１０００７２）

摘要　近年来，有两种人工材料，即光子晶体和左手材料在电磁波传输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光子晶体是周期性

结构排列的介电结构，存在波的能带结构，在光学器件方面有着许多重要的应用。新型人工左手材料同时呈现负

介电常数和负磁导率，有着许多与传统介质不同的反常电磁波特性，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采用传递矩阵的方法

研究了由正折射率材料和负折射率材料交替排列组成的一维光子晶体结构的透射谱，并对其能带结构和色散关系

进行分析。这种正负折射率光子晶体不仅存在一般的布拉格禁带，还存在低频共振禁带。在这种系统中存在非局

域化态，同时由于低频禁带的存在，使得这种结构有更小的局域化长度，更适合观察局域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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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左手材料是介电常数与磁导率同时为负值的电

磁材料，因其中传播的电磁波的电场矢量、磁场矢量

以及波矢方向满足左手定则而得名。左手材料概念

最初由Ｖｅｓｅｌａｇｏ
［１］于１９６８年提出，它具有反常折射

的负折射率效应、逆多普勒效应、逆切连科夫辐射、

光束再聚焦和完美透镜等奇异物理现象。因为自然

界不存在这种物质，故在其理论提出之后研究进展

缓慢。直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随着人工周期性材料

研究的不断进步，左手材料再次成为关注的热点。

Ｐｅｎｄｒｙ等提出用周期性排列的金属条和开口谐振

环可以在微波波段产生等效负介电常数和负磁导

率。Ｓｍｉｔｈ等
［２－３］利用合成的具有负折射率的左手

材料，观察到微波束在这种左手材料和空气的分界

面上出现了负折射现象，实验验证了负折射率现象

的存在。左手效应及其材料的研究正在深入进

行［４－５］。

光子晶体是由两种或者两种以上折射率不同的

１００６０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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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周期性排列组成的人工晶体，具有调制材料中

电磁波传播模式的能力，存在着类似于半导体禁带

的频率特性，也就是一定频率范围内的电磁波无法

在光子晶体中传播，形成电磁带隙的现象。自

２０００年，Ｎｏｔｏｍｉ提出光子晶体的负折射现象，国内

外的许多科研工作者对光子晶体的负折射现象在理

论和实验方面都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６－１５］。

一维无序光子晶体的传输特性研究表明，在带隙中

存在两种局域化态。在弱无序情况下，带隙中的局

域化态不满足单参量标度理论，这来源于残留衰逝

波的存在，这种局域化态的空间尺寸小于正常型局

域化态。而在完全无序情况下，带隙中的所有态都

属于正常型局域化态，满足单参量标度理论。以前

的研究一般限于无序的常规的介电材料或者金属材

料，近来人工构造的具有负折射率的左手材料引起

了人们的兴趣。那么，在含左手材料的一维结构中

引入无序，是否会出现一些不同于仅含右手材料的

结构中波的传播特征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本文采用传递矩阵的方法研究了由正折射率材料

和负折射率材料交替排列组成的一维光子晶体结构的

透射谱，并对其能带结构和色散关系进行分析，得到了

电磁波在一维无序多层结构中的传播统计特性。

２　理　　论

２．１　电磁波在多层结构中的传递矩阵方法及带结构

光的传播受麦克斯韦方程组的约束，给定光子

晶体结构后，利用边界条件求解麦克斯韦方程组得

到波的传播特征。电磁波在光子晶体中传播的计算

方法有多种，如平面波展开法、传递矩阵法、多种散

射理论、时域有限差分法等。对于一维光子晶体的

研究，传递矩阵法计算量相对较小，精确度好，可以

用来研究存在吸收且介电常数随频率变化的色散材

料，还可以方便地计算反射系数和透射系数，在研究

中得到广泛应用。在本文中，对电磁波的计算主要

利用了传递矩阵法。

电磁波在介电结构中的传播可以由麦克斯韦方

程组来描述，对于定态，利用本构关系和麦克斯韦方

程组可以得到电磁波的亥姆霍兹方程。在各种介电

结构中，亥姆霍兹方程再加上电场和磁场在边界上

的连续性条件可以确定电磁波在结构中的传播和分

布情况。对如图１所示沿狕轴方向传播的ＴＭ模式

的电磁波有


２犈（狕）

狕
２ ＋犽

２
狀犈（狕）＝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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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边界条件可以得到各层之间电场幅度的关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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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犱狀和μ狀是第狀层的厚度和磁导率。在多层结构

最右侧的电场幅度和最左侧电场幅度的关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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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电场从结构左侧入射，设幅度为１，犃０ ＝１，

犅犖＋１ ＝０，反射犅０ ＝狉，透射犃犖＋１ ＝狋，则

狉＝
－τ２１

τ２２

狋＝
τ１１τ２２－τ２１τ１２

τ

烅

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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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一维多层介质中电磁波传播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ｗａｖｅｓｉｎ

ｏｎ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ｍｕｌｔｉｌａｙｅｒｄｉ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ｓ

　　电磁波在周期结构中运动与电子处于晶格中运

动相类似。利用弗罗开定理，电磁波在由折射率为

１００６００２２



刘名扬等：　电磁波在一维多层结构中的传输特性分析

狀１，狀２ 的介质以厚度犱１，犱２ 交替排列的周期结构中

形式为

犈犓（狕）＝犈犓（狕）ｅｘｐ（ｉ犓狕）， （７）

式是犓 为布洛赫波数。利用周期性边界条件和传

递矩阵［（４）式］有

犃 犅（ ）犆 犇

犪狀

犫

烄

烆

烌

烎狀
＝ｅｘｐ（－ｉ犓Λ）

犪狀

犫（ ）
狀

， （８）

这里矩阵代表一个周期性结构传递矩阵。

相因子ｅｘｐ
－ｉ犓Λ通过下式来确定：

ｅｘｐ（－ｉ犓Λ）＝

１

２
（犃＋犇）±

１

２
（犃＋犇［ ］）

２

－槡 １． （９）

将传递矩阵的具体形式代入可以得到色散关系为

ｃｏｓ（犓Λ）＝ｃｏｓ
狀１ω犱１
ｃ
ｃｏｓ
狀２ω犱２
ｃ

－

狀２１＋狀
２
２

２狀１狀２
ｓｉｎ
狀１ω犱１
ｃ
ｓｉｎ
狀２ω犱２
ｃ
． （１０）

由此可以得到任意结构的光子晶体的能带结构。

２．２　无序结构的电磁波的统计特性表示

在一个有限厚度的无序结构中，局域化长度为

ξ＝
２（犔２－犔１）

〈ｌｎ犜１〉－〈ｌｎ犜２〉
， （１１）

式中犔１，犔２ 对应不同无序样品的厚度。犜１，犜２ 是相

应的透射率。〈ｌｎ犜犼〉（犼＝１，２）是厚度为犔犼的无序系

统透射率对数的系统平均结果。透射率

犜＝ 狋（犔）２， （１２）

式中狋（犔）可以通过（６）式来得到。利用传递矩阵方

法，就可以计算波通过以上无序系统的统计特征。

波在无序系统的局域化情况可以通过利亚诺普夫指

数（ＬＥ）γ及其方差犞（γ）来表征：

γ＝ｌｉｍ
犖→∞

〈γ犖〉， （１３）

γ犖 ＝
１

２犖
ｌｎ

１

犜（ ）
犖

， （１４）

犞（γ）＝ｌｉｍ
犖→∞

〈γ
２
犖〉－〈γ犖〉（ ）２ ． （１５）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电磁波在一维光子晶体中的带结构与透射情况

考虑由空气（ε＝μ＝１）和左手材料周期性交替

排列的光子晶体，左手材料的介电常数和磁导率为

ε（犳）＝１＋
５２

０．９２－犳
２＋

１０２

１１．５２－犳
２
， （１６）

μ（犳）＝１＋
３２

０．９０２２－犳
２
， （１７）

式中犳为频率，单位为千兆赫。左手材料介电常数

和磁导率随频率的关系如图２（ａ）所示。空气和左

手材料的厚度均为１０ｍｍ，图２（ｂ）给出了这种结构

的带结构。在这里取２５个周期性结构，即总层数犖

＝５０，图２（ｃ）给出了相应的透射率。由图可见，带

结构和透射率对应得非常好，在带结构带隙的地方，

对应的透射率几乎为０。在频率１～１０ＧＨｚ之间，

有两个带隙存在，第一个禁带对应于平均折射率为

０引起的低频共振禁带，而第二个对应于一般的布

拉格禁带。由正折射率材料和负折射率材料交替排

列的一维结构中存在由于折射率平均为０而导致的

反常带隙。这是由于在负折射率材料中光程为负，

与传统材料中正的光程相抵消，总光程趋向于零，同

时在界面的多重散射作用下，在低频区域产生了一

个带隙。这里也给出了仅含有空气和右手材料的光

子晶体的结果，也就是说用右手材料（例如取ε＝

４．０，μ＝１）取代了之前结构中的左手材料。这种结

构的带结构和透射率分别在图３（ａ）和（ｂ）中给出，

这种结构仅存在布拉格禁带。

图２ （ａ）负折射率材料的有效介电常数ε和有效磁导率

μ；（ｂ）由空气和负折射率材料周期交替排列的光

子晶体的色散关系；（ｃ）２５个周期结构（总层数

　　　犖＝５０）的透射率，与（ｂ）的带结构相对应

Ｆｉｇ．２ （ａ）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εａｎｄμｏｆｔｈｅ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ｖｅ

ｉｎｄｅｘ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ｂ）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ｏｆａ

ｐｈｏｔｏｎｉｃ ｃｒｙｓｔａｌ ｗｉｔｈ ａｉｒ ａｎｄ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ｉｎｄｅｘ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ａｌｔｅｒｎａｎ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ｃ）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ａｎｃ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２５ｕｎｉｔｃｅｌｌｓ（５０ｌａｙｅｒｓ），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ｔｏｔｈｅｂａｎ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ｂ）

３．２　无序结构中电磁波的局域化

近几十年来，人们对光子局域化进行了大量研

究［１６－１８］，主要方向有无序光子晶体的光子安德森局

域化、弱光子局域化和相干背散射等。无序系统的

光子态可分两类：一类称为局域态或定域态，一类称

为扩展态或非局域化态。扩展态遍及整个材料之

中，而局域态局限在某一区域之内，随着与中心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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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ａ）由空气和右手材料（ε＝４．０）周期交替排列的光

子晶体的色散关系；（ｂ）２５个周期结构（总层数

　　犖＝５０）的透射率，与（ａ）的带结构相对应

Ｆｉｇ．３ （ａ）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ｏｆａｐｈｏｔｏｎｉｃｃｒｙｓｔａｌ

ｗｉｔｈａｌｔｅｒｎａｎ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ａｉｒａｎｄｒｉｇｈｔｈａｎｄｅ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ｗｉｔｈε＝４．０；（ｂ）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ａｎｃｅｔｈｒｏｕｇｈ

２５ｕｎｉｔｃｅｌｌｓ（５０ｌａｙｅｒｓ），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

　　　　　　ｂａｎ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ａ）

的增大而指数衰减。一个光学体系的主要特征是其

对光波的反射和透射特性，其中最基本的特征就是

其透射特性，反射特性基本上就是透射特性的反映。

光透射过程即是光输运过程，对于无序体系，在弱散

射和忽略吸收情况下，光脉冲受到多次弹性散射的

平均自由程犾，它相当于经典离子的行走，对于厚度

为犔的平板型介质样品，光的透射率为犜（犔）≈

１／犔。如果散射比较强，在能量输运过程中波的干涉

起重要作用，扩散系数开始依赖于整个样品的宏观

相干性质，即类似于电子局域化的标度理论，透射率

则与犔２ 成反比。对于真正意义的强局域化样品，有

犜（犔）≈ｅｘｐ（－犔／ξ）。这里ξ是局域化长度，在该尺

度内透射率指数式衰减。因而几乎所有的透射实验

中都要测量光子的透射率犜随样品厚度犔的变化关

系，检查犜与１／犔的线性情况以估算光子局域化的

出现。总之，测量透射率随样品厚度变化的关系是

观测光子局域化的有效方法。

无序系统可以通过对周期结构的光子晶体进行

无序化得到。在这里选取厚度无序，即每个周期结

构中，犱２犻－１＝犱０（１＋δ），犱２犻＝犱０（１－δ）（犻＝１，…，

犖／２）。其中δ表征无序程度，取δ∈（－１，１），也就是

意味着系统完全无序化。这样每个周期性结构的厚

度保持一定，但是空气和左手材料或右手材料的厚

度取（０，２犱０）之间的随机数。首先根据传递矩阵来

计算波通过以上无序构型的透射率的平均值。图４

给出了每个频率在１０００个无序构型下的平均值

〈犜〉，图４（ａ）和（ｂ）分布对应仅含右手材料和左手材

料的系统。其中，实线对应于总层数犖＝５０（样品

总厚度犔＝０．５ｍ），点线对应于犖＝１００（样品总厚

度犔＝１．０ｍ）。

　

图４ 透射率〈犜〉在１０００个完全无序的构型下的平均值。（ａ）仅含右手材料的系统；（ｂ）含左手材料的系统。

实线对应于总层数犖＝５０，点线对应于犖＝１００

Ｆｉｇ．４ Ａｖｅｒａｇｅ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ａｎｃｅ〈犜〉ｔｈｏｕｇｈ１０００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ｒａｎｄｏｍｐｈｏｔｏｎｉｃｃｒｙｓｔａｌｓｗｉｔｈ（ａ）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ｈａｎｄｅ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ｏｎｌｙ

ａｎｄ（ｂ）ｔｈｅｌｅｆｔｈａｎｄｅ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ｓｏｌｉｄｌｉｎｅａｎｄｄｏｔｔｅｄｌｉｎ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ｔｏ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ｗｉｔｈ５０ａｎｄ１００ｌａｙｅｒ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对于仅含右手材料的系统，随着样品厚度的增

加，平均透射率总是降低的，尽管对于不同频率，降

低程度不同。这意味着不同频率的波的局域化长度

不同，随着样品尺度增加，局域化总是可以实现的。

然而在含左手材料系统中，情形有所不同。发现了

一个高的传递峰，无序样品厚度增加不改变其透射

率。这个峰对应的频率为４．３５ＧＨｚ，在图４中用箭

头标明了其位置，对应的透射率几乎为１，也就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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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频率的波在无序结构中没有局域化，即使增加

样品厚度也无法实现。这样一个非局域化模式起源

于波在多层右手材料和左手材料结构界面的零反

射。对于单层左手材料（厚度为犱）处于介电材料

中，波的反射率可以写作

犚＝
２ｉ犽２－（μ犽０）［ ］２ ｓｉｎ（犽犱）

（μ犽０＋犽）
２ｅｘｐ（－ｉ犽犱）－（μ犽０－犽）

２ｅｘｐ（ｉ犽犱）
，

（１８）

式中μ，犽是左手材料的磁导率和波矢，犽０是右手材料

的波矢。由于左手材料存在色散关系，即μ，犽依赖于

频率，总可以找到这样的频率，使得犽２－（μ犽０）
２
＝

０（犚＝０，犜＝０）成立，而在频率等于４．３５ＧＨｚ的

高传递就对应这种情况。

在含左手材料的无序系统中，除了存在非局域化

态，波的局域化情况也有别于仅含右手材料的系统。

首先，由于存在低频禁带，使得局域化———强安德森

局域化更容易实现。在图５中给出了局域化长度和

频率的关系，其中点线对应于仅含右手材料系统。可

见，含左手材料的无序结构存在较小的局域化长度，

也就是说强局域化在含左手材料的系统中更容易实

现，起因是低频共振禁带不敏感于无序。

３．３　无序结构中的电磁波利亚诺普夫指数及其方差

更进一步，波的无序统计特性在含左手材料的

系统中也不同于仅含右手材料的系统。平均利亚诺

图５ 局域化长度与频率的关系图。实线对应于

含左手材料的系统；点线对应于仅含右手材料的系统

Ｆｉｇ．５ 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ｌｅｎｇｔｈａｓａ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Ｓｏｌｉｄ

ｌｉｎｅａｎｄ ｄｏｔｔｅｄｌｉｎ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ｔｏｔｈｅ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ｒａｎｄｏｍｓｙｓｔｅｍ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ｌｅｆｔｈａｎｄｅ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ａｎｄ

　　　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ｈａｎｄｅ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普夫指数及其方差在图６中给出，结果是在１０００个

无序构型下的平均值。图６（ａ）和（ｂ）分别对应于仅

含右手材料的无序系统的结果和含左手材料的无序

系统的结果。由图可见，仅含右手材料的无序结构

的利亚诺普夫指数及其方差的变化是一致的，也就

是满足单参数标度理论。然而在含左手材料的系统

中，两个禁带处的方差存在一个凹陷，这说明在周期

厚度不变，但任意层厚度完全无序情况下，在含左手

材料的系统中，无序特征不满足单参数标度理论。

图６ 在每层厚度一定的情况下，利亚诺普夫指数（实线）与其方差（点线）和频率的关系图。（ａ）仅含右手材料的系统；

（ｂ）含左手材料的系统

Ｆｉｇ．６ Ｉ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ｃｅｒｔａｉｎｌａｙｅｒ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Ｌｙａｐｕｎｏｖｅｘｐｏｎｅｎｔ（ｓｏｌｉｄｌｉｎｅｓ）ａｎｄｉｔｓ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ｓ）ａ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ｆｏｒｔｈｅｃａｓｅｓｗｉｔｈ（ａ）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ｈａｎｄｅ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ａｎｄ（ｂ）ｔｈｅｌｅｆｔｈａｎｄｅ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然而如果每层的厚度都取无序值，如犱狀 ＝

犱０（１＋δ），狀∈（１，犖），δ∈（－１，１），此时情况有别

于之前的无序系统（每个周期结构的厚度保持一

定），而这里每个周期结构的厚度也是无序的。在图

７给出了这种无序情况下的结果。由图可以看出，

完全的无序使得第二个禁带满足单参数标度理论，

而第一个禁带处仍然违背。这说明，平均折射率为

０引起的低频共振禁带不同于布拉格禁带，有着完

全不同的无序统计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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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在厚度无序的情况下，利亚诺普夫指数（实线）与其方差（点线）和频率的关系图。（ａ）仅含右手材料的系统；

（ｂ）含左手材料的系统

Ｆｉｇ．７ Ｉ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Ｌｙａｐｕｎｏｖｅｘｐｏｎｅｎｔ（ｓｏｌｉｄｌｉｎｅｓ）ａｎｄｉｔｓ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ｓ）ａ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ｏｆ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ｆｏｒｔｈｅｃａｓｅｓｗｉｔｈ（ａ）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ｈａｎｄｅ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ａｎｄ（ｂ）ｔｈｅｌｅｆｔｈａｎｄｅ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在左手材料的介电常数上增加一个虚部来表示

含吸收的情况。图８给出了利亚诺普夫指数和其方

差在左手材料介电常数为ε＝εＲ＋ｉεＩ情况下的结

果。εＲ取（１６）式中的形式，虚部εＩ＝０．０５。由图可见

吸收并没有改变曲线的主要特征，也就说明结果在

实际系统中是成立的。

图８ 利亚诺普夫指数与其方差和频率的关系图，对应于

含左手材料的系统没有吸收（实线）和有吸收（虚

　　　　　　　　线）的情况

Ｆｉｇ．８ Ｌｙａｐｕｎｏｖｅｘｐｏｎｅｎｔａｎｄｉｔｓ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ａ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ｏｆ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ｌｅｆｔｈａｎｄｅ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Ｓｏｌｉｄｌｉｎｅｓａｎｄｄｏｔｔｅｄｌｉｎｅｓ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

　　ｔｏｔｈｅｃａｓｅｓｗｉｔｈａｎｄｗｉｔｈｏｕｔ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４　结　　论

通过传递矩阵的方法分析了电磁波在一维无序

多层结构中的传播统计特性，得到了以下结论：１）左

手材料一维多层结构中不仅存在一般的布拉格禁

带，还存在由平均折射率为０引起的低频共振禁带。

２）在含左手材料的无序结构中存在非局域化态。由

于低频禁带存在，含左手材料的无序系统容易获得

更小的局域化长度。３）对含左手材料的无序系统，

在完全无序情况下处于带隙处的频率的电磁波不满

足单参数标度理论。由于左手材料一般总是存在吸

收，对含吸收的情况也进行了计算和分析讨论，发现

吸收并不改变无序特征。这些结论对左手材料和二

维、三维光子局域化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

意义。

参 考 文 献
１ＶＧＶｅｓｅｌａｇｏ．Ｅｌｅｃｔ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ｆ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ｓｗｉｔｈｓ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ｌｙ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ａｎｄ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Ｊ］．ＳｏｙＰｈｙｓ

Ｕｓｐ，１９６８，１０（４）：５０９－５１４．

２ＤＲＳｍｉｔｈ，ＷＪＰａｄｉｌｌａ，ＤＣＶｉｅｒ，犲狋犪犾．．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ｍｅｄｉｕｍ

ｗｉｔｈ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ｌｙ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ｐｅｒｍｉｔｔｉｖｉｔｙ［Ｊ］．

ＰｈｙｓＲｅｖＬｅｔｔ，２０００，８４（１８）：４１８４－４１８７．

３ＲＡＳｈｅｌｂｙ，ＤＲＳｍｉｔｈ，ＣＳｃｈｕｌｔｚ．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

ａ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ｉｎｄｅｘｏｆ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Ｊ］．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１，２９２（５５１４）：

７７－７９．

４ＳｈｅｎＬｕｆａ，ＪｉａｎｇＬｉｐｉｎｇ，ＷａｎｇＺｉｈｕａ．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

ｇｕｉｄｅｄｍｏｄｅｓｉｎａｎｏｐｔｉｃａｌｆｉｂｅｒｗｉｔｈａｎｉｓｏｔｒｏｐｙｍｅｔａ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Ｌａｓｅｒｓ，２０１１，３８（９）：０９０５００７．

　 沈陆发，江丽萍，王子华．各向异性左手材料光纤的传输特性

［Ｊ］．中国激光，２０１１，３８（９）：０９０５００７．

５ＬｉａｎｇＬａｎｊｕ，ＹａｎＸｉｎ，ＹａｏＪｉａｎｑｕａｎ，犲狋犪犾．．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ｌｅｆｔｈａｎｄｅ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ｂａｓｅｄｏｎ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ｍｅｔａｌｌｉｃｄｏｕｂｌｅｒｏｄｓｉｎ

ｔｅｒａｈｅｒｔｚｗａｖｅ［Ｊ］．ＡｃｔａＯｐｔ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２，３２（３）：０３１６００１．

　 梁兰菊，闫　昕，姚建铨，等．基于平行金属双柱的太赫兹波二

维左手材料［Ｊ］．光学学报，２０１２，３２（３）：０３１６００１．

６Ｔｏｎｇ Ｋａｉ，Ｃｕｉ Ｗｅｉｗｅｉ，Ｘｕ Ｘｉａｏｈｕｉ，犲狋犪犾．．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１Ｄ ａｐｏｄｉｚｅｄａｎｄｃｈｉｒｐｅｄｐｈｏｔｏｎｉｃｃｒｙｓｔａｌｓ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ｖ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Ｊ］．Ｏｐｔｏ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Ｌｅｔｔ，

２００８，４（６）：０４４０－０４４２．

７ＸｕＷｅｉｋａｉ，ＬｉｕＳｈｕｔｉａｎ，ＤｏｎｇＹ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ｌｅｆｔｈａｎｄｅ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ｏｐｏｌｏｇｙ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Ｊ］．ＪＷｕｈ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Ｍａｔｅｒ，２０１０，２５（２）：２８２－２８６．

８ＷｅｉＺｈｏｎｇ，ＸｉａｎｇｄｏｎｇＺｈａｎｇ．Ｌｏｃａｌｉｚｅｄｍｏｄｅｓｉｎｄｅｆｅｃｔｆｒｅｅ

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ｃｉｒｃｕｌａｒｐｈｏｔｏｎｉｃｃｒｙｓｔａｌｓ［Ｊ］．ＰｈｙｓＲｅｖ Ａ，

２０１０，８１（１）：０１３８０５．

９ＳｈａｏｚｈｉＷｅｉ，ＹｕｎｘｉａＤｏｎｇ，ＨａｉｂｏＷａｎｇ，犲狋犪犾．．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ｐｈｏｔｏｎｐａｉ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ａ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ｉｎｄｅｘ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ｈｅｔｅｒ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Ｊ］．ＰｈｙｓＲｅｖＡ，２０１０，８１（５）：０５３８３０．

１０ＸｉａｎｇｄｏｎｇＺｈａｎｇ，ＺｈｅｎｇｙｏｕＬｉｕ．Ｅｘｔｒｅｍａｌ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ｎｄ

１００６００２６



刘名扬等：　电磁波在一维多层结构中的传输特性分析

ｂｅａｔ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ｗａｖｅｓｉｎ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ｓｏｎｉｃｃｒｙｓｔａｌｓ

［Ｊ］．ＰｈｙｓＲｅｖＬｅｔｔ，２００８，１０１（２６）：２６４３０３．

１１ＣｈｅｎＰｅｉ，ＫｏｎｇＦａｎｍｉｎ，ＬｉＫａｎｇ，犲狋犪犾．．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ｏｆ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ｉｎ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ｐｈｏｔｏｎｉｃ

ｃｒｙｓｔａｌ［Ｊ］．ＡｃｔａＰｈｏｔｏｎ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０８，３７（４）：７２１－７２４．

　 陈　沛，孔凡敏，李　康，等．二维光子晶体负折射现象条件及

特性研究［Ｊ］．光子学报，２００８，３７（４）：７２１－７２４．

１２Ｚｈｕ Ｓｈｉｚｈｏｎｇ．Ｃａｎｔｏｒ ｍｕｌｔｉｌａｙｅｒｓ ｍａｄｅ ｏｆ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ｗｉｔｈ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ｖｅｉｎｄｅｘ［Ｊ］．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ｅｒａｍｉｃ

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０９，２８（４）：７２３－７２６．

　 朱世忠．含左手材料的康托多层结构［Ｊ］．硅酸盐通报，２００９，２８

（４）：７２３－７２６．

１３ＳｕｎＪｉａｎ，Ｚｈｅｎｇ Ｙｉ，ＤｉｎｇＣｈｕｎｆｅｎｇ，犲狋犪犾．．Ｚｅｒｏａｖｅｒａｇｅｄ

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ｖｅｉｎｄｅｘｇａｐｓ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ｂｙｕｓｉｎｇｐｈｏｔｏｎｉｃｈｅｔｅｒ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ｌｅｆｔ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Ｊ］．ＡｃｔａＰｈｏｔｏｎ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０９，３８

（７）：１７０２－１７０６．

　 孙　健，郑　义，丁春峰，等．含左手材料异质结构光子晶体的

零平均折射率带隙的展宽［Ｊ］．光子学报，２００９，３８ （７）：

１７０２－１７０６．

１４ＬｉｕＬｉａｎｇｙｕａｎ，Ｄｅｎｇ Ｘｉａｏｐｅｎｇ．Ｂａｎｄｇａｐ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

ｐｈｏｔｏｎｉｃｃｒｙｓｔａｌｗｉｔｈ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ｅｄｈｅｘａｇｏｎａｌｌａｔｔｉｃｅ［Ａ（ＢＣ）］ｍ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Ｊ］．Ｌａｓｅｒａｎｄ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２０１１，４１（２）：２１２－２１５．

　 刘亮元，邓晓鹏．压缩六角格子［Ａ（ＢＣ）］ｍ 结构光子晶体禁带特

性［Ｊ］．激光与红外，２０１１，４１（２）：２１２－２１５．

１５ＢａＮｕｏ，ＷｕＸｉａｎｇｙａｏ，ＷａｎｇＪｉｎｇ，犲狋犪犾．．Ｌｉｇｈｔ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ｏｎ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ｐｈｏｔｏｎｉｃｃｒｙｓｔａｌｓ［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Ｌａｓｅｒｓ，２０１２，３９（６）：０６０６００１．

　 巴　诺，吴向尧，王　婧，等．一维函数型光子晶体的光学传输

特性［Ｊ］．中国激光，２０１２，３９（６）：０６０６００１．

１６ＳＪｏｈｎ．Ｓｔｒｏｎｇ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ｈｏｔｏｎｓｉ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ｅｄ

ｄｉ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ｓｕｐｐｅｒｌａｔｔｉｃｅｓ［Ｊ］．ＰｈｙｓＲｅｖＬｅｔｔ，１９８７，５８（２３）：

２４８６－２４８９．

１７ＬｉｕＹａｎｙｕｎ，ＨｏｕＬａｎｔｉａｎ，ＬｉＱｉｕｊｕ，犲狋犪犾．．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ｏｆ

ｐｈｏｔｏｎ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ｍｉｃｒ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ｐｔｉｃａｌｆｉｂｅｒｓｕｓｉｎｇｃｏｈｅｒｅｎｔ

ｂａｃｋｓｃａｔｔｅｒｉｎｇ［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Ｌａｓｅｒｓ，２００６，３３（３）：３４３－３４６．

　 刘艳云，侯蓝田，李秋菊，等．相干背散射法测量微结构光纤中

的光子局域化［Ｊ］．中国激光，２００６，３３（３）：３４３－３４６．

１８Ｘｕ Ｘｉｎｇｓｈｅｎｇ， Ｃｈｅｎ Ｈｏｎｇｄａ， Ｚｈａｎｇ Ｄａｏｚｈｏｎｇ． Ｐｈｏｔｏｎ

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ａｍｏｒｐｈｏｕｓｐｈｏｔｏｎｉｃｃｒｙｓｔａｌ［Ｊ］．Ａｃ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０６，５５（１２）：６４３０－６４３４．

　 许兴胜，陈弘达，张道中．非晶光子晶体中的光子局域化［Ｊ］．物

理学报，２００６，５５（１２）：６４３０－６４３４．

栏目编辑：韩　峰

１００６００２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