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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质球掺杂导致的无序效应对光子晶体
光学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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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自组装法制备了聚苯乙烯（ＰＳ）微球三维光子晶体结构，通过在ＰＳ微球悬浮液中掺入不同浓度的二氧

化硅大球，实现了光子晶体结构从有序向无序过程的转变。通过对这些样品的透射、反射进行测量和分析，发现无

序效应对光子晶体的光子响应特性具有极大的影响，随着无序程度的增加，高频波段的透射率急剧下降，低频波段

的法布里 珀罗振荡消失，光子带隙蓝移且逐渐消失；而在掺杂浓度为０．０２％（质量分数）时，光子晶体带隙中心的

最低透射率从１０％下降到１％，且反射单峰随着探测角度的增大而分裂为双峰。这有助于基于介质球三维光子晶

体沿ΓＬ方向透射消光，促进其在新型光学器件领域的应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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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光子晶体是由折射率不同的介质材料周期排列

而成的人工微结构［１～３］，能够利用其带隙效应和缺

陷效应，操纵和控制光的传输，在传感器［４］、循环

器［５］和偏振器［６］等先进光学设备方面具有很好的应

用前景。但由于光子晶体的光学特性取决于介电材

０９１６００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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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周期调制，无序效应的出现会使得光子晶体的

光学行为发生显著偏离，如带隙效应减弱、入射光的

透射率降低等。

介质球三维光子晶体的制备简单、经济，但微球

粒径的差异、制备过程中的堆叠层错、颗粒的随机分

布以及不可控的缺陷等内在原因导致其质量难以达

到实际应用的要求［７～９］。光子晶体特别是利用沉积

法制备的光子晶体［１，２］，缺陷的存在不可避免也无

法控制。因此，由微球制备的光子晶体，其光学特性

实际上来源于有序和无序的共同作用。由于光子晶

体的光学特性主要依赖于光子晶体单胞的周期性、

对称性、介电常数比以及晶格大小等参数。因此，缺

陷的存在对光子晶体的光学特性特别是对其光子带

隙存在较大的影响。为了克服此影响，国内外许多

研究集中在如何完善光子晶体的制备方法［８，９］、减

少光子晶体中的缺陷数量以及掌握这些缺陷对光子

晶体光子带隙的影响程度等方面，其目的是制备出

结构完美的光子晶体。

然而，最近研究发现，在光子晶体中引入各种无

序效应，会使其产生一些有别于完美光子晶体的特

殊光学现象，如无序系统中多重散射（或弥散过程）

会引起相干现象。虽然这些特殊光学现象大大拓展

了光子晶体的应用范围，但是会抑制光的传输，导致

扩散常数消失［１０，１１］。因此，人们开始从利用有序光

子晶体控制光的行为［１２～１５］转向利用准晶［１６］、可控

随机材料［１７］等来控制光的传输，如利用部分无序光

子晶体中有序和无序间的弱相互作用来实现极强的

陷光效应［１８］以及利用无序效应减小光子晶体中的

电磁态密度实现光的强局域现象［１９］等。但目前国

内外许多研究工作主要是利用沉积法对不同微球的

混合浮液进行自组装，通过改变微球粒径比、浓度比

等产生各种无序来减弱其带隙效应［２０～２４］，如增加镶

嵌在聚苯乙烯（ＰＳ）大球中的小ＰＳ球浓度，可实现

光子响应度的退化［２２］。

本文通过自组装法制备了由ＰＳ微球组成的三

维光子晶体结构，并人为地在光子晶体中引入不同

浓度的大介质球，使之从有序结构逐渐向无序结构

过渡，通过研究三维光子晶体结构变化过程中入射

光的透射和反射的变化规律，深入分析了各种无序

效应对光子晶体光学特性影响的物理机制。

２　实验方法

实验所使用的ＰＳ微球由Ｄｕｋｅ公司生产，直径

为２６０ｎｍ，质量分数为１５％，标准偏差在３％内。

将含有ＰＳ微球的悬浮溶液每隔１０ｍｉｎ低温处理

２０ｍｉｎ，连续处理３次，使之成为单分散的均匀胶体

溶液，然后用去离子水稀释到０．２５％（质量分数）。

二氧化硅大球（Ｔｈｅｒｍｏ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公司生产）直径为

８６０ｎｍ，质量分数为１％。用水稀释成不同浓度

（０．０２％～０．２％）后，加入到事先准备好的ＰＳ微球

悬浮液中，并使之分布均匀。基底为常见的显微镜

载玻片，用浓硫酸浸泡５天后经无水乙醇和丙酮清

洗干净，再放到去离子水中浸泡，最后用高纯氮气

吹干。

采用类似于文献［７～９，２５］中的自组装装置，如

图１所示。实验时，将洁净的玻璃片与竖直方向成

一小角放置在玻璃生长皿中，再将掺杂有二氧化硅

大球的ＰＳ微球溶液平缓注入生长皿中。然后等温

加热水槽中的水，使得生长皿中的溶剂稳定蒸发。

这样，在恒温控压环境下，二氧化硅大球和ＰＳ小球

就会在玻璃基底上沉积，形成具有各种无序效应的

三维微纳米晶体结构。

图１ 自组装实验装置

Ｆｉｇ．１ Ｓｅｌｆ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ｅｔｕｐ

采用溴钨灯作为照射光源来测量各种无序效应

对光子晶体透射、反射光谱特性的影响。光线经显

微物镜聚焦后，进入光栅光谱仪狭缝，并平行入射到

光子晶体样品的（１１１）面上，出射信号由光电探测器

接收。样品的微结构利用扫描电子显微镜（ＳＥＭ）

来观察。

３　实验结果与分析

曾利用平面波扩展法模拟了由直径为２６０ｎｍ

的ＰＳ微球组成的１７层三维光子晶体的能带结构，

得到该结构在ΓＬ方向存在一个方向带隙，且带隙

的中心波长在６００ｎｍ附近
［７，８，２６］。图２是利用光栅

光谱仪测量得到的无掺杂光子晶体的透射光谱及相

应的ＳＥＭ图，从图２（ａ）可见，该样品的透射光谱在

０９１６００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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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９５ｎｍ处有一个陡峭的波谷，与理论计算结果非常

接近，而且在带隙的长波区域具有明显的法布里 珀

罗振荡［８］；图２（ｂ）的ＳＥＭ图也显示，该光子晶体在

大面积范围内具有很好的结构周期性。

图２ 无掺杂聚苯乙烯微球三维光子晶体的（ａ）透射光谱和（ｂ）ＳＥＭ图

Ｆｉｇ．２ （ａ）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ａｎｄ（ｂ）ＳＥＭｉｍａｇｅｏｆｐｈｏｔｏｎｉｃｃｒｙｓｔａｌｓｃｏｍｐｏｓｅｄｏｆｐｏｌｙｓｔｙｒｅｎｅｓｐｈｅｒｅｓｗｉｔｈｏｕｔ

ｄｏｐｉｎｇｌａｒｇｅｒｓｐｈｅｒｅｓ

　　为了研究各种无序效应对光子晶体光学特性的

影响，在ＰＳ小球悬浮液中加入了不同浓度的二氧化

硅大球，通过不断增加大球的数量，从而使得光子晶

体从有序结构逐渐向无序结构过渡。图３为掺杂有

二氧化硅大球的结构的ＳＥＭ图。从图可见，当掺杂

浓度较低（０．０２％）时，光子晶体的微结构在大面积范

围内仍呈现出很好的周期性，但随着掺杂浓度的增

加，大球将对光子晶体周期结构产生较大的损伤，使

得光子晶体的结构从有序逐渐变得无序。这是因为

大球和小球之间存在一个较大的粒径比（８６０ｎｍ／

２６０ｎｍ＝３．３），低浓度掺杂时，由于大球数量相对小

球而言很少，大球的掺杂虽然会导致部分无序的产

生，但光子晶体的整体结构不会因为大球导致的晶格

不匹配而出现大的缺陷，因而光子晶体本身的周期结

构能够得到基本保持。但随着大球掺杂浓度的增

加，单位大球周边所围绕的小球数量急剧减少，此

时，由大球掺杂导致的晶格不匹配就会促使光子晶

体结构出现大的缺陷或裂缝，导致各种无序效应的

产生，且无序程度会随着掺杂浓度的增加而加剧。

因此，通过改变掺杂微球浓度的方式，可以使得光子

晶体从有序结构向部分无序乃至完全无序结构

转变。

图３ 掺杂浓度为（ａ）０．０２％和（ｂ）０．２％的三维微纳米结构ＳＥＭ图

Ｆｉｇ．３ ＳＥＭｉｍａｇｅｓｏｆ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ｎａｎ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ｗｉｔｈｄｏｐｉｎｇ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ｆ

（ａ）０．０２％ａｎｄ（ｂ）０．２％

　　大球掺杂浓度的增加使得光子晶体的周期结构

出现较大的损伤，呈现出部分无序乃至完全无序状

态，并最终导致光子晶体的光子带 隙 效 果 减

弱［２０～２２］，同时大球对入射光的散射作用比小球强，

多重散射出现的几率大［１８，１９］，从而会导致整个样品

通光程度下降，透射率减弱，更多的光将通过杂乱的

０９１６００５３



光　　　学　　　学　　　报

散射在大角度范围里射出。为此，测量了具有各种

无序效应光子晶体的透射光谱，如图４所示。很明

显，当光子晶体中大球的掺杂浓度逐渐增加时，其透

射光谱相对于无掺杂光子晶体而言，出现了一些新

的光学现象，如透射光谱出现了明显的衰减现象、高

频波段的透射率急剧下降、低频波段的法布里 珀罗

振荡消失；同时，随着掺杂浓度的增加，光子带隙的

中心位置出现蓝移现象，且带隙特性逐渐消失，类似

的现象可参见文献［１８］。特别是当大球浓度上升到

０．２％时，整个光谱范围内的透射率趋近于零，带隙

特性完全消失；当掺杂浓度只有０．０２％时，光子晶

体带隙中心的最低透射率从１０％下降到１％。这说

明低浓度的掺杂不会对光子晶体的光学特性起到破

坏性作用，而较高浓度的掺杂则会破坏光子晶体的

光子响应度。这是由于掺杂的大球在样品的表面及

中间都有分布，在大入射光斑作用下，大球对入射光

的散射加剧，多重散射几率增大、相干增强［１８，１９］，导

致透射光谱的全面衰减以及高频波段透射率急剧下

降；又由于大球在光子晶体中会造成晶格不匹配，部

分破坏或者完全破坏光子晶体的周期结构，因而导

致光子晶体结构的透射、反射光谱低频波段的法布

里 珀罗振荡消失乃至带隙作用完全消失等现象；同

时，大球数量的增加导致光子晶体结构的有效折射

率减小，从而引起光子带隙的中心位置出现明显的

蓝移现象。而低浓度掺杂导致带隙中心位置透射消

光现象的原因在于：１）光子晶体本身的带隙作用，导

致带隙中心处的通光率较低；２）低浓度掺杂时，光子

晶体结构呈现出特殊的结构特性，即具有部分

无序的有序结构，这种结构存在最长的散射时间常

数［１８，１９］，故会显示出比无掺杂光子晶体更强的反射

现象，此现象与Ｄｏｒａｄｏ等
［２７］的理论计算结果非常

类似。

图４ 不同掺杂浓度时三维微纳米结构的透射光谱

Ｆｉｇ．４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ｐｅｃｔｒａｏｆ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ｎａｎｏ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ｏｐｉｎｇ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为了进一步研究无序效应对光子晶体光学特性

的影响机理，还通过改变入射角度和探测角度等方

法测量了具有各种无序效应光子晶体结构的反射光

谱，如图５所示。对不同掺杂浓度的光子晶体，在靠

近零入射角度和零探测角度下测得的反射光谱与上

述透射光谱情况一致。当掺杂浓度为０．０２％时 ，在

固定的入射角度（１５°或３０°）下，通过不断改变探测

角度来探测样品的反射光谱特性发现，与无掺杂光

子晶体的反射特性相比，低浓度掺杂样品的反射光谱

随着探测角度的增大出现了显著的变化，反射波峰的

中心位置出现凹陷，单峰被撕裂为双峰［见图５（ｂ）］；而

且，在不同探测角度下探测到的光子行为都存在反

　

图５ （ａ）不同入射角度和探测角度的反射光谱探测示意图；（ｂ）入射角为３０°时，从０°～６０°内探测到的反射光谱

Ｆｉｇ．５ （ａ）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ｓｃｈｅｍｅｏｆ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ｐｅｃｔｒａ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ａｎｇｌｅｓａｎｄｄｅｔｅｃｔｉｎｇａｎｇｌｅｓ；（ｂ）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ｐｅｃｔｒａ

ｗｉｔｈｄｅｔｅｃｔｉｎｇａｎｇｌｅｉｎｔｈｅｒａｎｇｅｏｆ１０°～６０°ｗｈｅｎ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ａｎｇｌｅｉｓ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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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波峰，与光子晶体的特性非常类似，但不同角度探

测到反射光谱的强弱变化很大，这说明，低浓度的掺

杂对光子晶体的带隙特性影响不大，但在小范围内，

掺杂的大球会打破周期结构的晶格匹配特性，在以

大球为中心的小范围内会出现无序现象，这种在大

范围有序结构中出现的小范围无序现象，在人工微

纳米材料结构中是一种新的结构现象。当光束在掺

杂有少量大球的光子晶体中传播时，由于大球与入

射光波的相互作用，导致光的散射出现了弥散效

应［１～３］，这种弥散效应存在于所有角度，但由于光子

晶体自身的带隙特性，使得这种弥散效应在某些角

度表现得更为明显，从而出现了在偏离对称角度较

大的情况下单峰被劈裂为双峰的现象。此外，也有

可能是光子晶体有序结构中的部分无序效应使得这

种特殊现象只有在偏离对称角度较大时才会发生。

对于其他的掺杂浓度，并没有观察到上述现象，这是

因为此时光子晶体的带隙特性已经不明显，取而代

之的是无序系统的多重漫射［１８，１９］。

４　结　　论

利用自组装法制备了由直径为２６０ｎｍ 的ＰＳ

微球组成的三维光子晶体结构，通过在ＰＳ小球中

掺入不同浓度的二氧化硅大球，实现了光子晶体结

构从有序逐渐向无序结构的转变，得到了具有各种

无序效应的光子晶体结构。通过对具有各种无序效

应的光子晶体的光学特性进行测量和分析，得到了

一些新奇的光学现象，如随着掺杂浓度的增加，样品

的透射光谱全面衰减、高频波段的透射率急剧下降、

低频波段的法布里 珀罗振荡消失、带隙中心位置出

现蓝移以及光子晶体带隙特性逐渐消失等。而光子

晶体自身的带隙作用以及具有无序效应的有序结构

因存在最长的散射时间常数，会导致低浓度掺杂光

子晶体带隙中心位置的透射消光现象；同时，有序结

构中的部分无序还会使偏离对称角度较大情况下的

反射单峰分裂为双峰等。这些新奇的光学现象有助

于实现基于介质球三维光子晶体沿ΓＬ方向的完

全消光行为，促进其在新型光学器件领域的应用

发展。

参 考 文 献

１ＧｕｏＷｅｎｈｕａ，Ｗａｎｇ Ｍｉｎｇ，ＬｉｕＱｉｎｇ犲狋犪犾．．Ｓｅｌｆ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ｏｆ

ｃｏｌｌｏｉｄａｌｍｉｃｒｏｓｐｈｅｒｅｓｏｎｔｈｅ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ａｌ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ｏｆｏｐｔｉｃａｌｆｉｂｅｒｓ

［Ｊ］．犃犮狋犪犗狆狋犻犮犪犛犻狀犻犮犪，２０１０，３０（１０）：２８６９～２８７３

　 郭文华，王　鸣，刘　青 等．光纤圆柱曲面基底胶体微球的自组

装［Ｊ］．光学学报，２０１０，３０（１０）：２８６９～２８７３

２ＹａｎＨｏｎｇｗｅｉ，ＺｈａｎｇＬｉｎ，ＺｈｕＦａｎｇｈｕａ犲狋犪犾．．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ｓｉｌｉｃａｐｈｏｔｏｎｉｃｃｒｙｓｔａｌｈｅｔｅｒ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Ｊ］．犃犮狋犪

犗狆狋犻犮犪犛犻狀犻犮犪，２０１０，３０（１２）：３５９２～３５９６

　 严泓维，张　林，朱方华 等．二氧化硅光子晶体异质结构的制备

与性质研究［Ｊ］．光学学报，２０１０，３０（１２）：３５９２～３５９６

３ＹｕＰｉｎｇ，ＪｉａｎｇＸｉａｏｑｉｎｇ，ＹａｎｇＪｉａｎｙｉ犲狋犪犾．．Ｍｉｎｉｍｕｍｍｏｄｅｓｐｏｔ

ｓｉｚｅｉｎａｔｈｒｅｅｌａｙｅｒｄｉ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ｏｐｔｉｃａｌｗａｖｅｇｕｉｄｅ［Ｊ］．犃犮狋犪犗狆狋犻犮犪

犛犻狀犻犮犪，２０１０，３０（１２）：３５３０～３５３６

　 喻　平，江晓清，杨建义 等．三层介质平板光波导的最小光斑

［Ｊ］．光学学报，２０１０，３０（１２）：３５３０～３５３６

４ＬｉＹａｎ，ＦｕＨａｉｗｅｉ，ＺｈｅｎＹａｎｋｕｎ犲狋犪犾．．Ｓｔｒｅｓｓ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ｏｆ

ｐｈｏｔｏｎｉｃｃｒｙｓｔａｌｓｓｅｎｓｏｒｍａｄｅｂｙＧａＡｓｐｉｌｌａｒｓｉｎａｉｒｗｉｔｈｇｒａｐｈｉｔｅ

ｌａｔｔｉｃｅ［Ｊ］．犆犺犻狀犲狊犲犑．犔犪狊犲狉狊，２０１０，３７（１１）：２８２９～２８３３

　 李　岩，傅海威，甄艳坤 等．砷化镓石墨点阵柱状光子晶体传感

器的应用特性［Ｊ］．中国激光，２０１０，３７（１１）：２８２９～２８３３

５Ｑ．Ｗａｎｇ，Ｚ．Ｂ．Ｏｕｙａｎｇ，Ｋ．Ｙ．Ｔａｏ犲狋犪犾．．Ｔｓｈａｐｅｄｏｐｔｉｃａｌ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ｏｒ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ｏｕｐｌｅｄ ｍａｇｎｅｔｏｏｐｔｉｃａｌｒｏｄｓａｎｄａｓｉｄｅ

ｃｏｕｐｌｅｄｃａｖｉｔｙｉｎａｓｑｕａｒｅｌａｔｔｉｃｅｐｈｏｔｏｎｉｃｃｒｙｓｔａｌ［Ｊ］．犘犺狔狊．犔犲狋狋．

犃，２０１２，３７６（４）：６４６～６４９

６Ｄ．Ｍａｏ，Ｚ．Ｏｕｙａｎｇ，Ｊ．Ｃ．Ｗａｎｇ犲狋犪犾．．Ａｐｈｏｔｏｎｉｃｃｒｙｓｔａｌ

ｐｏｌａｒｉｚｅｒ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ｎａｒｒｏｗｂａｎｄｐａｓｓａｎｄ

ｎａｒｒｏｗ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ｎｇｌｅ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Ｊ］．犃狆狆犾．犘犺狔狊．犅：犔犪狊犲狉狊

犗狆狋．，２００８，９０（１）：１２７～１３１

７Ｇ．Ｑ．Ｌｉｕ，Ｙ．Ｂ．Ｌｉａｏ，Ｚ．Ｍ．Ｌｉｕ犲狋犪犾．．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ｉｏｎａｌｐｈｏｔｏｎｉｃｃｒｙｓｔａｌｓ

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ｅｄｂｙｓｅｌｆ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Ｊ］．犑．犗狆狋．犃：犘狌狉犲犃狆狆犾．犗狆狋．，２００８，１０（１１）：

１１５２０２

８Ｌｉｕ Ｇｕｉｑｉａｎｇ，Ｌｉａｏ Ｙｕｂｏ，Ｃｈｅｎ Ｙａｎ犲狋 犪犾．．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ｐｈｏｔｏｎｉｃｃｒｙｓｔａｌｓ［Ｊ］．犃犮狋犪犘犺狅狋狅狀犻犮犪犛犻狀犻犮犪，２００９，３８（７）：

１７０７～１７１２

　 刘桂强，廖昱博，陈　艳 等．高质量三维光子晶体的实验制备及

理论分析［Ｊ］．光子学报，２００９，３８（７）：１７０７～１７１２

９Ｇ．Ｑ．Ｌｉｕ，Ｚ．Ｓ．Ｗａｎｇ，Ｙ．Ｈ．Ｊｉ．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ｇｒｏｗｔｈ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ｎｔｈｅ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ｃｏｌｌｏｉｄａｌｃｒｙｓｔａｌｓｖｉａ

ａ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ｅｖａ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ｓｅｌｆ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ｍｅｔｈｏｄ［Ｊ］．犜犺犻狀犛狅犾犻犱

犉犻犾犿狊，２０１０，５１８（１８）：５０８３～５０９０

１０Ｃ．Ｃｏｎｔｉ，Ａ．Ｆｒａｔａｌｏｃｃｈｉ．Ｄｙｎａｍｉｃｌｉｇｈｔ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ｔｈｒｅ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ｌａｓｉｎｇｉｎｉｎｖｅｒｔｅｄｏｐａｌｓ［Ｊ］．

犖犪狋狌狉犲犘犺狔狊犻犮狊，２００８，４（１０）：７９４～７９８

１１Ａ．Ｆ．Ｋｏｅｎｄｅｒｉｎｋ，Ｗ．Ｌ．Ｖｏｓ．Ｌｉｇｈｔｅｘｉｔｉｎｇｆｒｏｍｒｅａｌｐｈｏｔｏｎｉｃ

ｂａｎｄｇａｐｃｒｙｓｔａｌｓｉｓｄｉｆｆｕｓｅａｎｄｓｔｒｏｎｇｌｙ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Ｊ］．犘犺狔狊．

犚犲狏．犔犲狋狋．，２００３，９１（２１）：２１３９０２

１２Ｇ．Ｑ．Ｌｉｕ，Ｙ．Ｂ．Ｌｉａｏ，Ｓ．Ｊ．Ｍａ犲狋犪犾．．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

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ｆｒｏｍ ｑｕａｎｔｕｍ ｄｏｔｓｂｙｔｈ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ｏｆａ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ｐｈｏｔｏｎｉｃｃｒｙｓｔａｌ［Ｊ］．犑．犗狆狋．犛狅犮．犃犿．犅，

２０１０，２７（１０）：１９４２～１９４６

１３ＬｉｕＺｈｅｎｇｑｉ，ＦｅｎｇＴｉａｎｈｕａ，ＤａｉＱｉａｏｆｅｎｇ犲狋犪犾．．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ｐｈｏｔｏｎｉｃｃｒｙｓｔａｌｈｅｔｅｒ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Ｊ］．犆犺犻狀犲狊犲犘犺狔狊．犅，２００９，１８（６）：２３８３～２３８８

１４ＬｉｕＺｈｅｎｇｑｉ，ＦｅｎｇＴｉａｎｈｕａ，ＤａｉＱｉａｏｆｅｎｇ犲狋犪犾．．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ｆｑｕａｎｔｕｍｄｏｔｓｎｅａｒｔｈ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ｏｆａ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ｃｏｌｌｏｉｄａｌｐｈｏｔｏｎｉｃｃｒｙｓｔａｌ［Ｊ］．犆犺犻狀犲狊犲犘犺狔狊．犅，

２０１０，１９（１１）：１１４２１０

１５Ｇ．Ｑ．Ｌｉｕ，Ｙ．Ｃｈｅｎ，Ｚ．Ｑ．Ｙ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ｌｉｇｈｔｅｍｉｔｔｉｎｇ

ｐｌａｎａｒｄｅｆｅｃｔ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ｐｈｏｔｏｎｉｃｃｒｙｓｔａｌｓ［Ｊ］．犛犮犻．

犜犲犮犺狀狅犾．犃犱狏．犕犪狋犲狉．，２００９，１０（５）：０５５００１

１６Ｗ．Ｍａｎ，Ｍ．Ｍｅｇｅｎｓ，Ｐ．Ｊ．Ｓｔｅｉｎｈａｒｄｔ犲狋犪犾．．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ｈｏｔｏｎｉｃ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ｉｃｏｓａｈｅｄｒａｌ

ｑｕａｓｉｃｒｙｓｔａｌｓ［Ｊ］．犖犪狋狌狉犲，２００５，４３６（７０５３）：９９３～９９６

１７Ｐ．Ｄ．Ｇａｒｃíａ，Ｒ．Ｓａｐｉｅｎｚａ，?．Ｂｌａｎｃｏ犲狋犪犾．．Ｐｈｏｔｏｎｉｃｇｌａｓｓ：ａ

ｎｏｖｅｌｒａｎｄｏｍ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ｆｏｒｌｉｇｈｔ ［Ｊ］．犃犱狏．犕犪狋犲狉．，２００７，

１９（１８）：２５９７～２６０２

１８Ｃ．Ｔｏｎｉｎｅｌｌｉ，Ｅ．Ｖｅｋｒｉｓ，Ｇ．Ａ．Ｏｚｉｎ犲狋犪犾．．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ａｌ

０９１６００５５



光　　　学　　　学　　　报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ｐａｒｔｉａｌｌｙ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ｅｄｐｈｏｔｏｎｉｃ

ｃｒｙｓｔａｌｓ［Ｊ］．犘犺狔狊．犚犲狏．犔犲狋狋．，２００８，１０１（１２）：１２３９０１

１９Ｓ．Ｊｏｈｎ，Ｒ．Ｒａｎｇａｒａｊａｎ．Ｏｐｔｉｍ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ｆｏｒ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ｗａｖｅ

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ｔｏｔｈｅＩｏｆｆｅＲｅｇｅｌ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Ｊ］．犘犺狔狊．

犚犲狏．犅，１９８８，３８（１４）：１０１０１～１０１０４

２０Ｐ．Ｄ．Ｋａｐｌａｎ，Ｊ．Ｌ．Ｒｏｕｋｅ，Ｄ．Ｊ．Ｐｉｎｅ．Ｅｎ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ｌｙｄｒｉｖｅ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ｐｈａｓｅ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ｂｉｎａｒｙｃｏｌｌｏｉｄａｌｍｉｘｔｕｒｅｓ［Ｊ］．犘犺狔狊．

犚犲狏．犔犲狋狋．，１９９４，７２（４）：５８２～５８５

２１Ａ．Ｂ．Ｓｃｈｏｆｉｅｌｄ．Ｂｉｎａｒｙｈａｒｄｓｐｈｅｒｅｃｒｙｓｔａｌ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ｅｓｉｕｍ

ｃｈｌｏｒｉ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Ｊ］．犘犺狔狊．犚犲狏．犈，２００１，６４（５）：０５１４０３

２２Ｂ．Ｇａｔｅｓ，Ｙ．Ｘｉａ．Ｐｈｏｔｏｎｉｃｂａｎｄｇａｐ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ｏｐａｌｉｎｅ

ｌａｔｔｉｃｅｓｏｆ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ｃｏｌｌｏｉｄｓｄｏｐｅｄｗｉｔｈｖａｒｉｏｕｓ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ｆ

ｓｍａｌｌｅｒｃｏｌｌｏｉｄｓ［Ｊ］．犃狆狆犾．犘犺狔狊．犔犲狋狋．，２００１，７８（２１）：

３１７８～３１８０

２３Ａ．Ｖ．Ｌａｖｒｉｎｅｎｋｏ，Ｗ．Ｗｏｈｌｌｅｂｅｎ，Ｒ．Ｊ．Ｌｅｙｒｅｒ．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

ｉｍ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ｔｈｅｐｈｏｔｏｎｉｃｉｎｓｕｌａｔｉｎｇａｎｄｇｕｉｄｉｎｇ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

ｆｉｎｉｔｅＳｉｉｎｖｅｒｔｅｄｏｐａｌｃｒｙｓｔａｌｓ［Ｊ］．犗狆狋．犈狓狆狉犲狊狊，２００９，１７（２）：

７４７～７６０

２４Ｅ．ＰａｌａｃｉｏｓＬｉｄóｎ，Ｂ．Ｈ．Ｊｕ′ａｒｅｚ，Ｅ．ＣａｓｔｉｌｌｏＭａｒｔíｎｅｚ犲狋犪犾．．

Ｏｐｔｉｃａｌａｎｄ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ｆ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ｉｎｏｐａｌｓ［Ｊ］．犑．

犃狆狆犾．犘犺狔狊．，２００５，９７（６）：０６３５０２

２５Ｇ．Ｑ．Ｌｉｕ，Ｚ．Ｓ．Ｗａｎｇ，Ｙ．Ｂ．Ｌｉａｏ犲狋犪犾．．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ｐｈｏｔｏｎｉｃｃｒｙｓｔａｌｈｅｔｅｒ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ｅｄｂｙａ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ｓｅｌｆ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ｍｅｔｈｏｄ［Ｊ］．犃狆狆犾．犗狆狋．，２００９，４８（１３）：２４８０～２４８４

２６Ｌｉｕ Ｇｕｉｑｉａｎｇ，Ｌｉａｏ Ｙｕｂｏ，Ｌｉｕ Ｚｈｏｎｇｍｉｎ．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ａｎｃｅｓｐｅｃｔｒａｏｆ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ｐｈｏｔｏｎｉｃ

ｃｒｙｓｔａｌｓ［Ｊ］．犃犮狋犪犗狆狋犻犮犪犛犻狀犻犮犪，２００８，２８（１２）：２４００～２４０３

　 刘桂强，廖昱博，刘忠民．高质量三维光子晶体的制备及其透射

谱研究［Ｊ］．光学学报，２００８，２８（１２）：２４００～２４０３

２７Ｌ．Ａ．Ｄｏｒａｄｏ，Ｒ．Ａ．Ｄｅｐｉｎｅ．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ｏｆ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ｅｆｆｅｃｔｓａｎｄ

ｏｐｔｉｃａｌｅｘｔｉ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ｐｈｏｔｏｎｉｃｃｒｙｓｔａｌｓ［Ｊ］．

犘犺狔狊．犚犲狏．犅，２００９，７９（４）：０４５１２４

栏目编辑：韩　峰

０９１６００５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