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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了一种基于光子晶体光纤（ＰＣＦ）干涉仪的新型氢气传感器。该传感器采用反射式光路设计，在氢气传

感单元中引入一段ＰＣＦ。该ＰＣＦ的一端以及一部分包层外壁在真空条件下蒸镀了一层金属钯膜，另一端接入光

路，构成一套全光纤氢气传感系统。实验中记录了氢气浓度（体积分数）从０到５％变化时传感单元对应的干涉谐

振波长的变化，谐振波长最大的移动可达１．２ｎｍ，相比大多数基于布拉格光栅的光纤氢气传感器，相同条件下灵敏

度有很大的提高。整套传感系统未引入任何分立的光学元件，在兼顾了全光纤光路的条件下，实现了较高的检测

灵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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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氢气是一种重要的工业原料，在石油化工、电子

工业、冶金工业、食品加工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

同时，氢气作为新一代可再生能源，不仅清洁环保，

并且具有丰富的来源。然而氢气分子的体积非常

小，极易泄漏。空气中氢气浓度（体积分数）在４％～

７５％时遇到明火即可爆炸，因此在运输、储存、使用

过程中，对环境氢气浓度进行实时监测是一项十分

必要的安全性工作。目前，对氢气传感监测的研究

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电学传感［１－２］；另一类是光

学传感［３－６］，尤其是光纤氢气传感。由于电学氢气

传感器在使用的过程中存在短路致火的危险，所以

这类传感器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光学氢气传感器

不仅在安全方面避免了这一缺陷，并且具有很强的

抗干扰能力，在检测灵敏度上也有很大的提高。随

着光电技术与微加工技术的发展与进步，光学氢气

传感技术从最初在光纤端面镀钯膜，单纯地测反射

光强度变化［７］到在光纤内写入光栅测波长移动［８］，

再到通过微结构激发表面等离激元探测共振峰的移

动［９］，氢气的检测方法正在不断地得到拓展。然而，

１１０６０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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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已有的氢气传感器中，大多数拥有全光纤光路

的传感系统检测灵敏度却相对较低［１０］，而检测灵敏

度较高的传感系统大多引入了体块光学元件［１１］。由

于全光纤光路能够有效维护系统性能的稳定，并减少

外界环境对检测结果的干扰，因此具有高灵敏度同时

拥有全光纤光路的传感系统在氢气传感领域就具备

了更多的优势。本文结合光子晶体光纤干涉仪，提出

并且实验上演示了一种新型的氢气传感器。这种传

感器结构简单稳定，全光纤反射式工作，灵敏度相对

于大多数基于光纤光栅的氢气传感器也有很大提高。

２　氢气传感的基本原理

目前，不论是电学氢气传感器还是光学氢气传

感器，大都采用金属钯（Ｐｄ）作为氢敏材料来进行传

感方案的设计［１２－１４］。当钯暴露在空气环境中时，氢

气分子（Ｈ２）会在钯的表面以非常快的速率解离为

氢原子（Ｈ），氢原子在钯膜中迅速扩散并形成可逆

的氢化物ＰｄＨ狓，可表示为
［１５］

Ｐｄ＋狓ＨＰｄＨ狓． （１）

与Ｐｄ相比，ＰｄＨ狓 在机械、电学和光学性质方面有

很大的变化。就光学性质而言，金属的光学性质一

般通过复介电常数εｃ或复折射率狀ｃ来描述，复介电

常数εｃ与复折射率狀ｃ的关系为

εｃ＝ε１＋ｉε２ ＝狀
２
ｃ ＝ （狀＋ｉ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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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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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ωω

２
τ

， （５）

式中

ωｐ＝
１

２π犮

４π犖犲
２

（ ）犿

１／２

， （６）

ωτ＝
１

２π犮τ
， （７）

式中ω为入射光频率，ωｐ 为等离子频率，ωτ 为衰减

频率，犖为自由电子密度，犲为电子电荷，犿为电子的

有效质量，犮为光速，τ为电子寿命
［１６］。

在钯膜吸附氢气后生成的氢化物ＰｄＨ狓 使得钯

晶格常数变大，自由电子密度减小，等离子频率ωｐ、

电子寿命τ降低，使得钯复折射率狀ｃ 降低，从而改

变了金属钯的光学性质。目前几种典型的光纤氢气

传感器中，渐逝场型光纤氢气传感器是通过钯膜吸

附氢气后折射率变化改变了金属复层中的渐逝场，

影响了光波的吸收而实现强度调制传感［１７－１８］；基于

表面等离激元共振的波长调制型氢气传感器同样是

依赖于钯膜吸附氢气后光学性质的变化影响共振波

长的改变而实现传感；而基于光纤光栅的氢气传感

器则是通过钯膜吸附氢气生成ＰｄＨ狓 后导致钯膜延

展改变了光栅周期来实现波长调制。

图１为实验中光子晶体光纤（ＰＣＦ）干涉仪的传

感示意图。光子晶体光纤中的传输光分为基模光信

号犐ｃｏｒｅ与包层模光信号犐ｃｌａｄｄｉｎｇ，经光子晶体光纤端面

金属镜面反射，犐ｃｏｒｅ与犐ｃｌａｄｄｉｎｇ干涉光谱信号被光谱仪

接收。该传感单元暴露在氢气环境中时，会引起光

子晶体光纤端面以及包层、包层空气孔洞内壁上钯

膜光学性质的变化，芯层模和包层模有效折射率发

生改变，基模光信号犐ｃｏｒｅ与包层模光信号犐ｃｌａｄｄｉｎｇ干涉

谱极小值对应波长产生移位，进而实现波长调制型

氢气传感。

图１ 光子晶体光纤干涉仪传感原理图

Ｆｉｇ．１ Ｓｅｎｓｉｎｇ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ｔｈｅＰＣＦ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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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实验与结果

３．１　光子晶体光纤干涉仪

传感单元的制备包括：１）取一段光子晶体光纤，

其型号为 ＮＫＴＬＭＡ８，外径为１２５μｍ，尺寸与所

有普通光纤的外径相匹配。用小刀剥离涂覆层，然

后用酒精擦拭残留的涂覆层材料，再使用光纤切割

刀切取１０ｍｍ长的一段光子晶体光纤，此时该光子

晶体光纤两端为平整的端面。２）将光纤样品固定在

金属台上，然后再将金属台固定于镀膜腔。３）采用

磁控溅射镀膜方法，在光子晶体光纤的一个端面及

包层外壁镀厚度为５０ｎｍ的金属钯膜，因为固定于

金属台上的光子晶体光纤被银胶覆盖，所以镀有钯

膜的光纤部分只有１ｍｍ长。图２为扫描电子显微

镜（ＳＥＭ）下镀膜后的光子晶体光纤端面图，其中光

子晶体光纤包层分布的空气孔洞直径约为２μｍ。

４）使用光纤熔接机手动熔接模式，将光子晶体光纤

未镀钯膜的一端与传输光路中的单模光纤熔接。

图２ 镀有钯膜的光子晶体光纤端面ＳＥＭ图。（ａ）放大倍数２０００；（ｂ）放大倍数１００００

Ｆｉｇ．２ ＳＥＭｉｍａｇｅｓｏｆｔｈｅＰＣＦｔｉｐｃｏ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Ｐｄｆｉｌｍ．（ａ）Ｍａｇ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２０００；（ｂ）ｍａｇ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１００００

　　图１为该光子晶体光纤干涉仪的结构简图，为

双光束干涉系统，光纤端面的钯膜起到镜面反射入

射光的作用。该双光束干涉系统可以描述如下：

犐＝犐ｃｏｒｅ＋犐ｃｌａｄｄｉｎｇ＋２ 犐ｃｏｒｅ犐ｃｌａｄｄｉｎ槡 ｇｃｏｓ（δ＋φ０）， （８）

犚ＦＳ＝２πλ／δ， （９）

δ＝（２π／λ）２∫
犔
１

（狀ｃｌ
１
－狀ｃｏ）ｄ狕＋∫

犔
２

（狀ｃｌ
２
－狀ｃｏ）ｄ［ ］｛ ｝狕 ，

（１０）

式中犐是干涉光信号，犐ｃｏｒｅ和犐ｃｌａｄｄｉｎｇ分别是ＰＣＦ中的

基模信号与包层模信号，δ是两束信号的相位差，

犚ＦＳ表示自由谱范围，狀ｃｌ
１
与狀ｃｌ

２
分别是未覆盖钯膜的

包层部分有效折射率与覆盖钯膜部分的包层有效折

射率，狀ｃｏ为ＰＣＦ芯层有效折射率，λ为波长。计算

结果显示，包层孔洞内壁中少量的钯对芯层有效折

射率狀ｃｏ影响很小，因此在模型中，狀ｃｏ被作为恒定值。

传感单元中，覆盖钯膜的ＰＣＦ长度为犔２≈１ｍｍ，

未覆盖钯膜的ＰＣＦ长为犔１≈９ｍｍ。根据（９）式和

（１０）式，计算得犚ＦＳ约为２４ｎｍ。假定初始相位φ０

为０，由（８）式和（１０）式得，共振波长表达式为

λ犽 ＝
２

犽∫
犔
１

（狀ｃｌ
１
－狀ｃｏ）ｄ狕＋∫

犔
２

（狀ｃｌ
２
－狀ｃｏ）ｄ［ ］狕 ．（１１）

　　当传感单元暴露在氢气环境中时，ＰＣＦ外层与

包层孔洞内的钯吸收氢气后复介电常量的实部与虚

部都会减小，从而改变了包层、孔洞内壁与钯膜之间

的边界条件。然而包层模有效折射率减小的同时基

模有效折射率基本不变。因此，两束信号的干涉谐

振谱向短波长方向移动。

３．２　实验测量

图３为传感单元引入ＰＣＦ的反射式全光纤氢

气传感器实验光路原理图，插图为该光子晶体光纤

干涉仪的实物图，其中颜色较深的一段为镀有钯膜

的部分。所用光源为超连续光源，输出波长范围可

达６００～１７００ｎｍ。光源发出的宽谱光信号，通过单

模光纤（ＳＭＦ）经光纤环路器进入传感单元，然后经

传感单元ＰＣＦ端面反射后通过光纤环路器另一端

口导入光谱分析仪。

图３ 氢气传感实验光路简图

Ｆｉｇ．３ Ｏｐｔｉｃａｌｐａｔｈｏｆｔｈｅ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ｓｅｎｓｉｎｇ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１１０６００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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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中所需氢气通过ＧＨ３００高纯氢气发生器

电解氢氧化钾水溶液制备，传感单元内置并固定于

密闭的气室中，测量在室温条件下进行。为了检测

氢气对传感单元的影响，向气室中通入不同浓度的

氢气。

图４显示了该光子晶体光纤干涉仪在不同氢气

浓度下的反射谱。结果表明，随着氢气浓度的增加，

ＰＣＦ基模与包层模干涉谱向短波长方向移动。同

时，由于钯膜吸收氢气后有效折射率降低，检测到的

反射光强也随氢气浓度的增加而减小。图５显示了

不同氢气浓度下对应的干涉谐振波长的移动。灵敏

度大约为：氢气浓度（体积分数）每增加１％，谐振波

长移动０．２５ｎｍ。当氢气浓度达到５％时，谐振波长

移动超过了１．２ｎｍ。而大多数基于布拉格光栅的

波长调制型氢气传感器，在同样条件下，对应的波长

移动仅为皮米量级［１９－２０］。

图４ 不同氢气浓度下的反射谱

Ｆｉｇ．４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ｐｅｃｔｒａ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图５ 不同氢气浓度下的波长移动

Ｆｉｇ．５ Ｗａｖｅｌｅｎｇｔｈｓｈｉｆｔｓ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４　结　　论

实验引入光子晶体光纤干涉仪作为传感单元制

备了一种新型光纤氢气传感器。该氢气传感系统采

用全光纤光路设计，未引入任何分立的光学元件。

传感单元结构简单易制备，不需将光纤拉锥或刻蚀，

成本低廉。此外，系统采用波长调制方式，相对于强

度调制型光纤传感器，具有更高的稳定性与准确性。

实验结果表明，氢气浓度从０到５％变化时，传感器

的灵 敏 度 为 氢 气 浓 度 每 增 加 １％，波 长 移 动

０．２５ｎｍ，在氢气爆炸极限浓度下，谐振波长移动超

过１ｎｍ。相比大多数基于布拉格光栅的波长调制

型氢气传感器，该系统在灵敏度上有很大的提高。

参 考 文 献
１ＫＬｕｏｎｇｏ，ＡＳｉｎｅ，ＳＢｈａｎｓａｌｉ．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ａｈｉｇｈｌｙ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ｐｏｒｏｕｓＳｉｂａｓｅｄ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ｓｅｎｓｏｒｕｓｉｎｇＰｄｎａｎ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Ｊ］．

ＳｅｎｓＡｃｔｕａｔｏｒｓＢ，２００５，１１１１１２：１２５－１２９．

２ＢＸｉｅ，ＬＬＬｉｕ，ＸＰｅｎｇ，犲狋犪犾．．Ｏｐｔｉｍｉｚｉｎｇ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ｓｅｎｓ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ｂ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ｉｎＰｄｎａｎｏ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ｆｉｌｍｓ［Ｊ］．

ＪＰｈｙｓＣｈｅｍＣ，２０１１，１１５（３２）：１６１６１－１６１６６．

３ＤＪＳｉｒｂｕｌｙ，ＳＥＬéｔａｎｔ，Ｔ Ｖ Ｒａｔｔｏ．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ｓｅｎｓｉｎｇｗｉｔｈ

ｓｕｂｗａｖｅｌｅｎｇｔｈ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ｗａｖｅｇｕｉｄｅｓ ｖｉａ ｐｏｒｏｕｓｓｉｌｓｅｓｑｕｉｏｘａｎｅ

ｐａｌｌａｄｉｕｍｎａｎｏ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 ［Ｊ］．Ａｄｖ Ｍａｔｅｒ，２００８，２０（２４）：

４７２４－４７２７．

４ＺＺｈａｏ，Ｙ Ｓｅｖｒｙｕｇｉｎａ，Ｍ Ａ Ｃａｒｐｅｎｔｅｒ，犲狋犪犾．．Ａｌｌｏｐｔｉｃａｌ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ｓｅｎｓｉｎｇ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ａｉｌｏｒｅｄｐａｌｌａｄｉｕｍａｌｌｏｙｔｈｉｎ

ｆｉｌｍｓ［Ｊ］．ＡｎａｌＣｈｅｍ，２００４，７６（２１）：６３２１－６３２６．

５ＤＹ Ｗａｎｇ，Ｙ Ｍ Ｗａｎｇ，ＪＭ Ｇｏｎｇ，犲狋犪犾．．Ｆｕｌｌ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ｆｉｂｅｒｏｐｔｉｃ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ｓｅｎｓｉｎｇ ｕｓｉｎｇ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ｉｎｄｕｃｅｄｌｏ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ｇｒａｔｉｎｇ［Ｊ］．ＩＥＥＥＰｈｏｔ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Ｌｅｔｔ，２０１１，２３（１１）：

７３３－７３５．

６ＳＳｕｍｉｄａ，ＳＯｋａｚａｋｉ，ＳＡｓａｋｕｒａ，犲狋犪犾．．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ｆｉｂｅｒｏｐｔｉｃｓｅｎｓｏｒ ［Ｊ］．ＳｅｎｓＡｃｔｕａｔｏｒｓＢ，

２００５，１０８（１２）：５０８－５１４．

７ＭＡＢｕｔｌｅｒ．Ｆｉｂｅｒｏｐｔｉｃｓｅｎｓｏｒｆｏｒ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ｎｅａｒ

ｔｈｅｅｘｐｌｏｓｉｖｅｌｉｍｉｔ［Ｊ］．ＪＥｌｅｃｔｒｏｃｈｅｍＳｏｌ，１９９１，１３８（９）：Ｌ４６－

Ｌ４７．

８ＫＳｃｈｒｏｅｄｅｒ，Ｗ Ｅｃｋｅ，Ｒ Ｗｉｌｌｓｃｈ．ＯｐｔｉｃａｌｆｉｂｅｒＢｒａｇｇｇｒａｔｉｎｇ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ｓｅｎｓｏｒ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ｅｖａｎｅｓｃｅｎｔｆｉｅｌｄ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ｐａｌｌａｄｉｕｍｔｈｉｎｆｉｌｍｔｒａｎｓｄｕｃｅｒ［Ｊ］．ＯｐｔＬａｓｅｒＥｎｇ，２００９，４７

（１０）：１０１８－１０２２．

９ＣＰｅｒｒｏｔｔｏｎ，ＲＪＷｅｓｔｅｒｗａａｌ，ＮＪａｖａｈｉｒａｌｙ，犲狋犪犾．．Ａｒｅｌｉａｂｌｅ，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ａｎｄｆａｓｔｏｐｔｉｃａｌｆｉｂｅｒ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ｓｅｎｓｏｒ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ｕｒｆａｃｅ

ｐｌａｓｍｏｎ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Ｊ］．ＯｐｔＥｘ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３，２１（１）：３８２－３９０．

１０ＡＴｒｏｕｉｌｌｅｔ，Ｅ Ｍａｒｉｎ，ＣＶｅｉｌｌａｓ．Ｆｉｂｒｅｇｒａｔｉｎｇｓｆｏｒ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ｓｅｎｓｉｎｇ［Ｊ］．ＭｅａｓＳｃｉＴｅｃｈｎｏｌ，２００６，１７（５）：１１２４－１１２８．

１１ＤＮａｕ，ＡＳｅｉｄｅｌ，ＲＢＯｒｚｅｋｏｗｓｋｙ，犲狋犪犾．．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ｓｅｎｓｏｒ

ｂａｓｅｄｏｎｍｅｔａｌｌｉｃｐｈｏｔｏｎｉｃｃｒｙｓｔａｌｓｌａｂｓ［Ｊ］．ＯｐｔＬｅｔｔ，２０１０，３５

（１８）：３１５０－３１５２．

１２ＰＴｏｂｉ̌ｓｋａ，Ｏ Ｈｕｇｏｎ，ＡＴｒｏｕｉｌｌｅｔ，犲狋犪犾．．Ａｎ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ｏｐｔｉｃ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ｓｅｎｓｏｒ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ＰＲｏｎｐａｌｌａｄｉｕｍ［Ｊ］．ＳｅｎｓＡｃｔｕａｔｏｒｓ

Ｂ，２００１，７４（１３）：１６８－１７２．

１３ＡＣｈｔａｎｏｖ，ＭＧ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ｏｐｔｉｃａｌ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ｇａｓ

ｉｎｔｈｅ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Ｊ］．ＳｅｎｓＡｃｔｕａｔｏｒｓＢ，２００１，７９（２３）：１９６－

１９９．

１４ＪＶｉｌｌａｔｏｒｏ，Ｄ ＭｏｎｚóｎＨｅｒｎ＇ａｎｄｅｚ．Ｆａｓｔ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ｗｉｔｈｎａｎｏｆｉｂｅｒｔａｐｅｒｓｃｏ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ｕｌｔｒａｔｈｉｎｐａｌｌａｄｉｕｍｌａｙｅｒｓ［Ｊ］．

ＯｐｔＥｘ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５，１３（１３）：５０８７－５０９２．

１５ＳＦＳｉｌｖａ，ＬＣｏｅｌｈｏ，ＯＦｒａｚ珘ａｏ，犲狋犪犾．．Ａ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ｐａｌｌａｄｉｕｍ

ｂａｓｅｄｆｉｂｅｒｏｐｔｉｃｓｅｎｓｏｒｓｆｏｒ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Ｊ］．

ＩＥＥＥＳｅｎｓＪ，２０１２，１２（１）：９３－１０２．

１１０６００３４



周　峰等：　一种反射型全光纤氢气传感器的设计

１６ＣｕｉＬｕｊｕｎ．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ｖｅ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Ｆｉｂｅｒ Ｂｕｎｄｌｅ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Ｓｅｎｓｏｒ ［Ｄ］． Ｗｕｈａｎ： Ｈｕａｚｈ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０．３５－３６．

　 崔陆军．反射式光纤束氢气传感器的研究与实现［Ｄ］．武汉：华

中科技大学，２０１０．３５－３６．

１７ＭＴａｂｉｂＡｚａｒ，ＢＳｕｔａｐｕｎ，ＲＰｅｔｒｉｃｋ，犲狋犪犾．．Ｈｉｇｈｌｙ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ｓｅｎｓｏｒｓｕｓｉｎｇｐａｌｌａｄｉｕｍｃｏａｔｅｄｆｉｂｅｒｏｐｔｉｃｓｗｉｔｈｅｘｐｏｓｅｄ

ｃｏｒｅｓａｎｄｅｖａｎｅｓｃｅｎｔｆｉｅｌｄ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Ｊ］．ＳｅｎｓＡｃｔｕａｔｏｒｓＢ，

１９９９，５６（１２）：１５８－１６３．

１８ＳＳｅｋｉｍｏｔｏ，Ｈ Ｎａｋａｇａｗａ，Ｓ Ｏｋａｚａｋｉ，犲狋犪犾．．Ａｆｉｂｅｒｏｐｔｉｃ

ｅｖａｎｅｓｃｅｎｔｗａｖｅ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ｇａｓｓｅｎｓｏｒｕｓｉｎｇｐａｌｌａｄｉｕｍ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ｔｕｎｇｓｔｅｎｏｘｉｄｅ［Ｊ］．ＳｅｎｓＡｃｔｕａｔｏｒｓＢ，２０００，６６（１３）：１４２－

１４５．

１９ＢＳｕｔａｐｕｎ，Ｍ Ｔ Ａｚａｒ，Ａ Ｋａｚｅｍｉ．Ｐｄｃｏａｔｅｄｅｌａｓｔｏｏｐｔｉｃｆｉｂｅｒ

ｏｐｔｉｃＢｒａｇｇｇｒａｔｉｎｇｓｅｎｓｏｒｓｆｏｒ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ｘｅｄ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ｓｅｎｓｉｎｇ［Ｊ］．

ＳｅｎｓＡｃｔｕａｔｏｒｓＢ，１９９９，６０（１）：２７－３４．

２０ＭＢｕｒｉｃ，ＫＰＣｈｅｎ，Ｍ Ｂｈａｔｔａｒａｉ，犲狋犪犾．．ＡｃｔｉｖｅｆｉｂｅｒＢｒａｇｇ

ｇｒａｔｉｎｇ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ｓｅｎｓｏｒｓｆｏｒａｌｌ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Ｊ］．ＩＥＥＥ

Ｐｈｏｔ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Ｌｅｔｔ，２００７，１９（５）：２５５－２５７．

栏目编辑：张　腾

１１０６００３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