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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推导了任意形状金属纳米结构的局域表面等离子体共振波长的解析解，分析了金属纳米结构的形状对其消

光特性的影响。计算与分析结果表明，在空气中（折射率狀＝１．０），某种金属的纳米结构的消光光谱谐振波长仅与

形状有关，形状参数犔可以拟合为宽高比的二次函数，且二次项的系数代表了金属纳米结构的尖锐程度，形状越尖

锐，谐振波长便越长。共振波长的研究对根据需要合理设计金属纳米结构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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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近年来，金属纳米结构的局域表面等离子体共振

（ＬＳＰＲ）现象受到广泛关注。当入射光的波长与金属

中自由电子的等离子体共振频率一致时，自由电子便

会发生集体振荡，表现为一定的消光光谱（消光包含

散射和吸收）频带宽度［１］。消光光谱是金属纳米结构

的最重要的光学特性之一，基于ＬＳＰＲ消光特性的纳

米级聚焦透镜［２］、纳米波导［３～５］等光学元件以及表面

增强拉曼散射传感［６］和ＬＳＰＲ传感
［７］等生化传感元

件［８］的研究在逐渐深入。消光光谱的峰值位置，即谐

振波长决定了上述光学元件的工作波长和传感元件

的灵敏度，是研究人员重点关注的方面之一。

米氏（Ｍｉｅ）理论
［９］给出了麦克斯韦方程的精确

解，也完整地描述了任意大小的球形纳米颗粒的消

光光谱的谐振波长的决定关系。但是米氏理论针对

的只是球形颗粒，对任意非球形金属纳米结构，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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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有一个能精确描述和定量解释其光学特性的理

论。非球形金属纳米结构，如棒形［１０］、立方体形［１１］、

星形［１２］以及三角形［１３］等，与球形颗粒相比具有较高

的消光效率和较好的传感特性，近年来受到广泛关

注。如何根据对共振波长的要求设计和选择金属纳

米结构的形状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本文针对以上问题，利用近年来的理论研究成

果，推导了任意形状的金属纳米结构的共振波长公

式，给出了形状参数犔及其宽高比η近似表达式。

并在此基础上，以横切面为圆形、正方形、三角形以

及三角星形的纳米柱体结构为例对形状的尖锐性对

消光光谱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２　理论分析

根据准静态理论，任意形状的金属纳米结构的

消光截面都可以用入射波的波矢值犽，金属纳米结

构的电极化强度α来表达
［１４～１６］：

犆ｅｘｔ＝４π犽Ｉｍα， （１）

式中犽＝ ε槡ｄω／犮，εｄ为环境介电常数，ω为光波角频

率，犮为真空中光速。对于任意的形状，利用偶极子

理论，电极化强度可以表示为［１４，１６］

α＝
３犞
４π

εｍ－εｄ

εｄ＋犔（εｍ－εｄ）
， （２）

式中犞 为金属纳米结构的体积，犔为一代表形状的

量。εｄ为环境介电常数，而εｍ 为金属的复介电常数，

εｍ ＝′εｍ＋ｉε″ｍ，根据Ｄｒｕｄｅ模型
［１７，１８］有

′εｍ＝１－
ω
２
ｐ

ω
２
＋γ

２
ｄ

，　ε″ｍ＝
ω
２
ｐγｄ

ω（ω
２
＋γ

２
ｄ）
， （３）

将（２）式和（３）式代入（１）式，得到消光截面的表达

式为

犆ｅｘｔ（ω）＝
３犞·

３／２

ε槡ｄ

犮犔２
ω
２
ｐγｄ

ω
２ １＋

１－犔
犔
ε（ ）ｄ

２

＋
ω
４
ｐ

ω
２＋γ

２
ｄ １＋

１－犔
犔
ε（ ）ｄ

２

－２１＋
１－犔
犔
ε（ ）ｄ ω２ｐ

， （４）

式中ωｐ 为金属的等离子体频率，γｄ 为阻尼系数。

显然，当（４）式的分母为最小时，消光光谱出现极大

值，金属中的自由电子发生等离子体共振。此时

ω
２ １＋

１－犔
犔
ε（ ）ｄ

２

＝
ω
４
ｐ

ω
２
， （５）

对应的局域表面等离子体共振频率，也就是消光光

谱的峰值频率为

ω０ ＝
ωｐ

１＋
１－犔
犔
ε槡 ｄ

， （６）

写成波长与环境折射率狀的关系为

λ０ ＝

２π犮 １＋
１－犔
犔
ε槡 ｄ

ωｐ
＝λｐ １＋（１／犔－１）狀槡

２，

（７）

由（７）式可以看出，消光光谱的峰值位置由金属纳米

结构的材料λｐ，外界环境的折射率狀以及形状参数

犔 决定。对于银材料构成的金属纳米结构，等离子

体波长λｐ
［１９］为１２５．６６ｎｍ，在空气中，折射率狀＝１，

根据（７）式可得

１

犔
＝ （λ０／λｐ）

２ （８）

由（８）式可知，犔是影响其光学特性的主要因素，它

是金属纳米结构宽高比的函数，对于圆形，其值为

１／３
［１４，１８］，而对于其它复杂的形状，目前无法求得精

确解。利用精确的数值计算方法时域有限差分法

（ＦＤＴＤ），通过对常见的圆盘、正方柱体以及三角柱

结构的消光光谱进行计算，从而得到犔对宽高比η
的近似拟合函数，并利用此函数对复杂形状金属纳

米结构消光特性影响进行分析。

图１ 所仿真的３种金属纳米结构示意图。（ａ）纳米

圆盘；（ｂ）正方柱；（ｃ）三角柱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ｍｏｄｅｌｓｏｆ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ｍｅｔａｌｎａｎ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ａ）ｎａｎｏｄｉｓｃ；（ｂ）ｓｑｕａｒｅｎａｎｏｐｒｉｓｍ；（ｃ）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ｒ

　　　　　　　ｎａｎｏｐｒｉｓｍ

３　形状参数的确定及结果分析

圆盘、正方柱体以及三角柱体结构简单，它们的

横截面分别为常规的圆形、正方形以及三角形，如

图１所示，是实验和理论分析中应用较多的３种金

属纳米结构。形状参数是宽高比的函数，因此对不

同宽高比下的金属纳米结构的消光特性进行分析。

定义宽高比为η＝２犚ｅｆｆ／犺，其中犚ｅｆｆ为银纳米结构横

截面的有效直径，即将正方形和三角形的横截面积

等效为圆形时对应的直径。

０３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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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ＤＴＤ计算方法是一种非常精确的求解麦克斯

韦方程的数值方法［１１，２０］，它根据所设定的网格尺寸

将计算区域划分为多个Ｙｅｅ元胞
［２１］，可对空间中的

任意一点的电场和磁场进行时域推进计算，利用坡

印廷矢量，可进而得到空间中各点的能量分布。如

果入射光功率密度为犘ｉｎｃ（λ），吸收和散射功率密度

之和为犘ｅｘｔ（λ），则消光截面公式可表达为

σｅｘｔ（λ）＝
犘ｅｘｔ（λ）

犘ｉｎｃ（λ）
犛， （９）

式中犛为光与金属纳米结构的接触面积。计算中，

将柱体的高度犺设定为５０ｎｍ，银的介电常数来自

于Ｄｒｕｄｅ模型，光源的入射方向垂直于柱体的横截

面，偏振方向平行于图１横截面中的箭头指向。

３．１　峰值波长、宽高比和形状参数的表达式

图２（ａ）为横切面半径分别为４０，７０和１００ｎｍ

时圆盘形银纳米结构的消光光谱。当横向半径为

４０ｎｍ时，圆盘的宽高比仅为１．６，此时的消光光谱

的峰值波长λ０ 也较小，约为４３１ｎｍ。随着金属纳

米结构宽高比的增大，圆盘的消光光谱峰值逐渐红

移，当η＝４时，λ０ 红移至约６５０ｎｍ处。这是因为

随着纳米粒子尺寸的增加，结构附近电磁场延迟效

应减弱，因而引起金属自由电子共振所需能量减

少［１８］。

图２ 圆盘形银纳米结构的消光特性。（ａ）宽高比不同时的消光光谱曲线；（ｂ）谐振波长与宽高比的关系

Ｆｉｇ．２ Ｏｐｔ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ｓｉｌｖｅｒｎａｎｏｄｉｓｃｓ．（ａ）ｅｘｔｉｎｃｔｉｏｎｓｐｅｃｔｒａ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ｓｐｅｃｔｒａｔｉｏｓ；（ｂ）ｒｅｓｏｎａｎｔｗａｖｅｌｅｎｇｔｈ

ｖｅｒｓｕｓｔｈｅａｓｐｅｃｔｒａｔｉｏ

图３ 横截面为圆形、正方形以及三角形的银纳米柱的谐振波长与宽高比的关系对比（ａ）以及增益因子拟合表达式对比（ｂ）

Ｆｉｇ．３ Ｒｅｓｏｎａｎｔｗａｖｅｌｅｎｇｔｈａｓａ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ａｓｐｅｃｔｒａｔｉｏ（ａ）ａｎｄｆｉｔｔｉｎｇ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ｇａｉｎｆａｃｔｏｒｓ（ｂ）ｆｏｒｎａｎｏｄｉｓｃｓ，

ｓｑｕａｒｅｎａｎｏｐｒｉｓｍｓ，ａｎｄ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ｒｎａｎｏｐｒｉｓｍｓ

　　为了给出宽高比η与谐振波长λ０ 更直观的关

系，进一步计算了η从１．２增加至４．０，步长为０．４，

共８种宽高比下的圆盘银纳米结构的消光光谱。根

据如图２（犫）所示的计算结果，谐振波长λ０随宽高比

η的增加呈现近似直线上升的趋势。根据（７）式，在

折射率为１．０的介电环境下，谐振波长λ０ 与 １／槡 犔

亦呈线性关系。由此可推得，这里称形状参数的倒数

１／犔为增益因子，与宽高比η应该近似呈二次函数

的关系，设为１／犔＝犪η
２
＋犫η＋犮。由图２（ｂ）给出的

计算结果，结合（８）式，可解得犪≈０．９８，犫≈０．２９，

犮≈９．８２。

显然，上述形状参数犔的表达式仅仅对于圆盘

形银纳米结构适用，而对于其他金属纳米结构，需要

继续利用数值计算得到。对于正方形与三角形柱体

结构，仍然计算了宽高比为１．２增加至４．０共８种

情况下的消光光谱，并将谐振波长与圆盘形纳米结

构进行了对比，如图３（ａ）所示。显然，正方形纳米

柱和三角形纳米柱与圆盘一样，它们的峰值波长与

１３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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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高比也呈近似线性的关系。同样将图３（ａ）所示

的不同宽高比下λ０ 的值代入到（８）式中，得到正方

形纳米柱：１／犔＝１．１３η
２
＋０．６５η＋９．３８，三角形纳

米柱：１／犔＝１．６４η
２
＋０．４５η＋１２．８７。３种形状的金

属纳米结构形状参数犔与宽高比的关系拟合曲线

如图３（ｂ）所示，可见将增益因子拟合为１／犔＝犪η
２＋

犫η＋犮是一种误差非常小的合理的拟合方法。

３．２　峰值波长与形状

图４为宽高比均为３．０时纳米圆盘、正方柱体

以及三角柱体的消光光谱。可见正方柱体的峰值波

长（５８２ｎｍ）要大于圆盘的峰值波长（５５８ｎｍ），而三

角柱体（６７８ｎｍ）又要大于正方柱体，也就是说，随

着形状的尖锐化或随着形状所包含的角度越来越小

（１８０°—９０°—６０°），消光光谱的峰值逐渐红移。在图

３（ａ）中也能观察到，三角形的峰值波长随宽高比变

化的曲线要远远高于正方形和圆形的曲线。

图４ 宽高比为３．０时圆盘、正方柱体以及三角柱体

银纳米结构消光光谱对比曲线

Ｆｉｇ．４ Ｅｘｔｉｎｃｔｉｏｎｓｐｅｃｔｒａｏｆｎａｎｏｄｉｓｃ，ｓｑｕａｒｅ

ｎａｎｏｐｒｉｓｍ，ａｎｄ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ｒｎａｎｏｐｒｉｓｍｗｉｔｈη＝３

这个现象可以从形状参数拟合曲线中得到说明

如图３（ｂ）所示，对曲线的上升速度起主要作用的二

次项系数犪随着形状的圆润化逐渐减小，这也就使

得三角形纳米柱的消光峰值随着宽高比的增加以最

快的速度上升，而圆盘结构则相对增加最慢，正方形

居中。

如果将三角形的角度（６０°）进一步减小，三角形

纳米柱成为一个三角星形纳米柱，并且令星形纳米

柱的３个尖角角度为３０°，这样便得到了一个更加尖

锐的纳米结构。将如图５所示的任意宽高比下的星

形结构的谐振波长与图３（ａ）中三角形的谐振波长

相比较，容易看出，三角星形结构的谐振波长发生了

较大的红移。增益因子可拟合为１／犔＝２．５η
２＋

６．７３η＋１１．５４，二次项系数达到了２．５，已经远远高

于三角形对应的数值（１．６４）。这进一步说明，在相

图５ 三角星形银纳米柱的峰值波长随

宽高比的分布及增益因子的拟合曲线

Ｆｉｇ．５ Ｐｅａｋｗａｖｅｌｅｎｇｔｈａｓａ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ａｓｐｅｃｔｒａｔｉｏａｎｄ

ｔｈｅｆｉｔｔｉｎｇｃｕｒｖｅｏｆｇａｉｎｆａｃｔｏｒｓｆｏｒｓｉｌｖｅｒｄｅｌｔａｓｔａｒｓ

同的宽高比的条件下，尖锐的形状具有更大的峰值

波长。

事实上，这种形状的尖锐引起的消光光谱峰值

波长的变化可以利用避雷针效应来解释［２２］。尖角

越尖锐，尖端处自由电子聚集的面密度越大，这样所

激起的电场也就越强烈。尖角处强烈的电场增强现

象使得只需要较小的入射光能量便可激发表面等离

子体共振，表现在光谱上即为较长的消光光谱峰值

位置。

４　结　　论

利用准静态理论以及偶极子理论，对任意形状

金属纳米结构的消光光谱进行了理论推导，得出了

谐振波长的表达式。结果证明，在空气中某种金属

纳米结构的谐振波长仅仅与形状参数犔有关。利

用ＦＤＴＤ计算方法对圆盘形、正方柱体以及三角柱

体结构进行计算，得到犔可近似表达为金属纳米结

构宽高比的函数：１／犔＝犪η
２＋犫η＋犮，而二次项系数

犪反应了形状的尖锐程度。同时，对含有更加尖锐

角度的三角星纳米柱的计算表明，犪越大其消光光

谱的峰值波长便越大。对任意形状的金属纳米结构

形状参数与其谐振波长关系的研究是对米氏理论的

进一步发展，对根据应用合理设计金属纳米结构具

有指导意义。

参 考 文 献
１Ｋ．Ａ．Ｗｉｌｌｅｔｓ，Ｒ．Ｐ．ＶａｎＤｕｙｎｅ．Ｌｏｃａｌｉｚｅ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ｐｌａｓｍｏｎ

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ａｎｄｓｅｎｓｉｎｇ［Ｊ］．犃狀狀狌．犚犲狏．犆犺犲犿．，２００７，５８（１）：

２６７～２９７

２ＧｏｎｇｌｉＸｉａｏ，Ｘｉａｎｇ Ｙａｏ，ＸｉｎｍｉｎｇＪｉ犲狋犪犾．．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ｄｏｕｂｌｅｌａｙｅｒｅｄ ｍｅｔａｌｌｉｃｈｏｌｅａｒｒａｙｓ

［Ｊ］．犆犺犻狀．犗狆狋．犔犲狋狋．，２００８，６（１０）：７９１～７９３

３ＨａｉｙｉｎｇＬｉ，ＪｉａｎｐｉｎｇＳｈｉ，ＸｉａｎｇａｎｇＬｕｏ犲狋犪犾．．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

ｓｐｌｉｔｔｉｎｇｌｉｇｈｔｗｉｔｈｎａｎｏ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ａｒｒａｙｓ［Ｊ］．犆犺犻狀．犗狆狋．犔犲狋狋．，

２３６２



９期 马文英等：　金属纳米结构的形状对其消光特性的影响研究

２００５，３（ｓ１）：２８４～２８５

４Ｓ．Ａ．Ｍａｉｅｒ，Ｐ．Ｇ．Ｋｉｋ，Ｈ．Ａ．Ａｔｗａｔｅｒ犲狋犪犾．．Ｐｌａｓｍｏｎｉｃｓ：ａ

ｒｏｕｔｅｔｏｎａｎｏｓｃａｌｅｏｐｔｉｃａｌｄｅｖｉｃｅ ［Ｊ］．犖犪狋狌狉犲 犕犪狋犲狉．，２００３，

２（４）：２２９～２３２

５ＺｈｏｕＬｉｎ，ＺｈｕＹｏｎｇｙｕａｎ．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ｓｕｒｆａｃｅ

ｐｌａｓｍｏｎｐｏｌａｒｉｔｏｎｓｉｎａｍｅｔａｌｈｅｔｅｒｏｗａｖｅｇｕｉｄｅａｒｒａｙ［Ｊ］．犃犮狋犪

犗狆狋犻犮犪犛犻狀犻犮犪，２００８，２８（６）：１０４７～１０５０

　 周　林，朱永元．金属异质波导阵列中的表面等离激元传播特性

［Ｊ］．光学学报，２００８，２８（６）：１０４７～１０５０

６Ａ．Ｋｏｃａｂａｓ，Ｇ．Ｅｒｔａｓ，Ｓ．Ｓ．Ｓｅｎｌｉｋ犲狋犪犾．．Ｐｌａｓｍｏｎｉｃｂａｎｄｇａｐ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ｆｏｒｓｕｒｆａｃｅ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Ｒａｍａｎｓｃａｔｔｅｒｉｎｇ ［Ｊ］．犗狆狋．

犈狓狆狉犲狊狊，２００８，１６（１７）：１２４６９～１２４７７

７Ｊ．Ｎ．Ａｎｋｅｒ，Ｗ．Ｐ．Ｈａｌｌ，Ｏ．Ｌｙａｎｄｒｅｓ犲狋犪犾．．Ｂｉｏｓｅｎｓｉｎｇｗｉｔｈ

ｐｌａｓｍｏｎｉｃｎａｎｏｓｅｎｓｏｒｓ ［Ｊ］．犖犪狋狌狉犲 犕犪狋犲狉．，２００８，７（６）：

４４２～４５３

８ＬｉｕＷｅｉｊｕｎ，ＲａｏＹｕｎｊｉａｎｇ，ＲａｎＺｅｎｇｌｉｎｇ犲狋犪犾．．ＮｏｖｅｌＦａｂｒｙ

Ｐéｒｏｔ ｆｉｂｅｒ ｏｐｔｉｃ 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ｖｅ ｉｎｄｅｘ ｓｅｎｓｏｒ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ｌａｓｅｒ

ｍｉｃｒｏｍａｃｈｉｎｉｎｇ ［Ｊ］．犃犮狋犪 犗狆狋犻犮犪 犛犻狀犻犮犪，２００８，２８（７）：

１４００～１４０４

　 刘为俊，饶云江，冉曾令 等．基于激光微加工的新型光纤法布

里 珀罗折射率传感器［Ｊ］．光学学报，２００８，２８（７）：１４００～１４０４

９Ｇ．Ｍｉｅ．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ｔｏｔｈｅｏｐｔｉｃｓｏｆｔｕｒｂｉｄｍｅｄｉａ，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

ｏｆｃｏｌｌｏｉｄａｌｍｅｔａｌ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Ｊ］．犃狀狀犪犾犲狀犱犲狉犘犺狔狊犻犽，１９０８，

２５（３）：３７７～４４５

１０Ｈ．Ｊ．Ｈｕａｎｇ，Ｃ．Ｐ．Ｙｕ，Ｈ．Ｃ．Ｃｈａｎｇ犲狋犪犾．．Ｐｌａｓｍｏｎｉｃｏｐ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ａｓｉｎｇｌｅｇｏｌｄｎａｎｏｒｏｄ［Ｊ］．犗狆狋．犈狓狆狉犲狊狊，２００７，

１５（１２）：７１３２～７１３９

１１Ｊ．Ｍ．ＭｃＭａｈｏｎ，Ｙ．Ｗａｎｇ，Ｌ．Ｊ．Ｓｈｅｒｒｙ犲狋犪犾．．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ｎｇ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ｐｔｉｃａｌｓｐｅｃｔｒａ，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ｆｓｉｎｇｌｅｓｉｌｖｅｒ

ｎａｎｏｃｕｂｅｓ［Ｊ］．犑．犘犺狔狊．犆犺犲犿．犆，２００９，１１３（７）：２７３１～２７３５

１２Ｃ．Ｌ．Ｎｅｈｌ，Ｈ．Ｌｉａｏ，Ｊ．Ｈ．Ｈａｆｎｅｒ．Ｏｐｔ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ｓｔａｒ

ｓｈａｐｅｄｇｏｌｄ ｎａｎｏ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Ｊ］．犖犪狀狅 犔犲狋狋．，２００６，６（４）：

６８３～６８８

１３Ｌ．Ｊ．Ｓｈｅｒｒｙ，Ｒ．Ｊｉｎ，Ｃ．Ａ．Ｍｉｒｋｉｎ犲狋犪犾．．Ｌｏｃａｌｉｚｅｄｓｕｒｆａｃｅ

ｐｌａｓｍｏｎ 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 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 ｏｆ ｓｉｎｇｌｅ ｓｉｌｖｅｒ 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ｒ

ｎａｎｏｐｒｉｓｍｓ［Ｊ］．犖犪狀狅犔犲狋狋．，２００６，６（９）：２０６０～２０６５

１４Ｓ．Ａ．Ｍａｉｅｒ．Ｐｌａｓｍｏｎｉｃｓ：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ｓ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Ｍ］．

ＮｅｗＹｏｒｋ：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０７

１５Ｗｕ Ｍｉｎｙａｏ，Ｌｉｕ Ｗｅｉｚｈｉ．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ｕｒｆａｃｅ

ｐｌａｓｍｏｎ［Ｊ］．犘犺狔狊犻犮狊犅犻犿狅狀狋犺犾狔，２００６，２８（２）：４８６～４９６

　 吴民耀，刘威志．表面电浆子理论与模拟［Ｊ］．物理双月刊，

２００６，２８（２）：４８６～４９６

１６Ｍｏｌｌｙ Ｍ．Ｍｉｌｌｅｒ，Ａｎｎｅ Ａ．Ｌａｚａｒｉｄｅｓ．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ｏｆ ｍｅｔａｌ

ｎａｎｏ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ｐｌａｓｍｏｎ 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ｄｉ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Ｊ］．犑．犘犺狔狊．犆犺犲犿．犅，２００５，１０９（４６）：

２１５５６～２１５６５

１７Ｋ．Ｌ．Ｋｅｌｌｙ，ＥｄｕａｒｄｏＣｏｒｏｎａｄｏ，ＬｉｎＬｉｎＺｈａｏ犲狋犪犾．．Ｔｈｅ

ｏｐｔ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ｍｅｔａｌｎａｎｏ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ｓｉｚｅ，

ｓｈａｐｅ，ａｎｄｄｉ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Ｊ］．犑．犘犺狔狊．犆犺犲犿．犅，２００３，

１０７（３）：６６８～６７７

１８Ｕ．Ｋｒｅｉｂｉｇ，Ｍ．Ｖｏｌｌｍｅｒ．Ｏｐｔ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ＭｅｔａｌＣｌｕｓｔｅｒｓ

［Ｍ］．Ｂｅｒｌｉｎ：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１９９５

１９Ｈ．Ｒａｅｔｈｅｒ．ＳｕｒｆａｃｅＰｌａｓｍｏｎｓｏｎＳｍｏｏｔｈａｎｄＲｏｕｇｈＳｕｒｆａｃｅｓ

ａｎｄｏｎＧｒａｔｉｎｇｓ［Ｍ］．Ｂｅｒｌｉｎ：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９８

２０Ａ．Ｔａｆｌｏｖｅ，Ｓ．Ｈａｇｎｅｓｓ．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ｌｅｃｔ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ｔｈｅ

Ｆｉｎｉｔ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ｉｍｅＤｏｍａｉｎＭｅｔｈｏｄ［Ｍ］．Ｌｏｎｄｏｎ：Ａｒｔｈｅｃｈ

Ｈｏｕｓｅ，２０００

２１Ｋ．Ｓ．Ｙｅｅ．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ｉｔｉａｌ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ｖａｌｕ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ｖｏｌｖｉｎｇＭａｘｗｅｌｌ′ｓ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ｉｓｏｔｒｏｐｉｃｍｅｄｉａ ［Ｊ］．犐犈犈犈

犜狉犪狀狊．犃狀狋犲狀狀犪狊犘狉狅狆犪犵．，１９６６，１４（３）：３０２～３０７

２２Ｗ．Ｙ．Ｍａ，Ｈ．Ｙａｎｇ，Ｊ．Ｐ．Ｈｉｌｔｏｎ犲狋犪犾．．Ａ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ｖｅｒｔｅｘ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ｏｎｌｏｃａｌｉｚｅｄｓｕｒｆａｃｅ

ｐｌａｓｍｏｎ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ｏｆｎａｎ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Ｊ］．犗狆狋．犈狓狆狉犲狊狊，２０１０，

１８（２）：８４３～８５３

３３６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