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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纳米光子材料”专题前言

纳米光子学，是以纳米尺度下的光与物质相互作用机理及其应用为核心的交叉学科。纳米光

子学能够突破光的衍射极限，在纳米尺度上实现对光的操纵和调控。随着现代微纳米加工技术及

以量子点、二维材料、人工微结构、金属卤化物钙钛矿为代表的新型纳米光子材料的不断发展，纳米

光子学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迅猛发展，在高灵敏检测、传感、LED、太阳能电池、纳米激光器、超透镜和

量子通信等领域中展现出巨大的应用潜力。

基于贵金属纳米材料实现的表面等离激元亚波长光波导、分光器、调制器、激光器、探测器等功

能单元正逐步完备；基于金属纳米结构光学天线的光能转换应用在癌症热疗、海水淡化、增强催化

等领域也崭露头角；以量子点、二维材料、钙钛矿半导体作为增益材料构建的光源、光电探测器件具

有尺寸小、功耗低等突出优势，为光电集成、光子芯片注入了活力；以人工微结构、人工“原子”或“分

子”为单元构筑的超构材料、超构表面会发生超透射、负折射、隐身等奇异的光学现象，将光学研究

带入一个新的阶段；极化激元与纳米光学腔耦合的系统为量子态的制备、量子信息器件的设计及片

上集成提供了新的技术路线。

基于纳米光子材料的纳米光子学有望为下一代变革性技术铺平道路。构建新型纳米光子材料

结构，发展纳米光学基本理论和基本表征手段，建立原创性和突破性的纳米光子学知识产权优势，

将有力提升我国在高技术领域的竞争实力，推进国防安全领域的技术纵深发展。

为促进纳米光子材料领域的学术交流，推动相关领域向更高水平发展，《中国激光》组织策划了

本期“纳米光子材料”专题，集中展示我国科研工作者在纳米光子材料领域的最新成果及研究进展。

组稿围绕“纳米光调制”“纳米光子材料制备”“纳米光激发”“纳米光探测”四大方向，得到了全国纳

米光子学领域专家和学者的广泛关注和大力支持。该专题共收录论文 20篇，包括综合性论文 12

篇和研究性论文 8篇，撰稿作者分别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国防科技大学、北京

理工大学、中山大学、天津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半导体所、国家纳米科学中心、苏州纳米

技术与纳米仿生研究所等国内多个知名高校和科研单位。

该专题特色之一在于方向新颖前沿，研究内容丰富。材料体系涵盖有机半导体材料、量子点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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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材料、稀土发光材料、二维磁性材料、二维红外探测材料及室温极化激元材料等，主题包括材料制

备、光学性质、光学结构、器件设计和应用。特色之二在于学科交叉，邀请十余个国内物理、化学、材

料、信息学院从事纳米光学研究的小组，从多角度、多方位探讨和呈现我国纳米光学材料领域的研

究进展。相信该专题所报道的成果将对我国纳米光子技术的科研活动及产业的交流和发展起到积

极的促进作用。

从 2021年 11月专题启动至 2023年 1月专题出版，其间得到了组稿专家、撰稿作者及同行评

议审稿人的鼎力支持，对此表示诚挚的谢意！同时也衷心感谢《中国激光》编辑团队在专题策划和

出版方面的辛勤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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