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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理论上提出了一种可以实现圆偏振光波非对称传输的器件设计。该器件是由锗、硅以及空气孔洞构成的

具有完全光子禁带的二维光子晶体异质结构。本研究通过在光子晶体中引入线缺陷,构成能够实现高正向透射的

光波导结构,同时设计可将光波发散的微腔结构并结合全反射原理抑制反向入射光,实现圆偏振光非对称传输,最
终实现了圆偏振光在光通信波段(1550

 

nm)附近的高正向透射率(可达0.726)的非对称传输。圆偏振是具有固定

相位差(π/2)的任意正交线偏振光的线性叠加,本研究设计的结构同时可以实现任意线偏振光的非对称传输,因此

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其应用领域包括量子通信、信息处理、集成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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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theoretically
 

studies
 

the
 

design
 

of
 

a
 

device
 

for
 

achieving
 

asymmetric
 

transmission
 

of
 

circularly
 

polarized
 

light 
 

The
 

device
 

is
 

a
 

two-dimensional
 

 2D 
 

photonic
 

crystal
 

 PhC 
 

heterostructure
 

with
 

a
 

fully
 

photonic
 

bandgap 
 

which
 

is
 

with
 

triangular
 

lattice
 

air
 

holes
 

embedded
 

in
 

the
 

germanium
 

and
 

silicon 
 

Here 
 

a
 

line
 

defect
 

is
 

introduced
 

in
 

the
 

2D
 

PhC
 

to
 

form
 

an
 

optical
 

waveguide
 

structure
 

that
 

can
 

achieve
 

high
 

forward
 

transmittance 
 

At
 

the
 

same
 

time 
 

a
 

microcavity
 

structure
 

is
 

designed
 

to
 

diverge
 

the
 

light 
 

which
 

is
 

combined
 

with
 

the
 

total
 

reflection
 

principle
 

to
 

suppress
 

backward
 

incident
 

light 
 

and
 

therefore
 

the
 

asymmetric
 

transmission
 

of
 

circularly
 

polarized
 

light
 

is
 

achieved 
 

As
 

a
 

result 
 

the
 

asymmetric
 

transmission
 

of
 

circularly
 

polarized
 

light
 

at
 

the
 

telecommunication
 

wavelength
 

 1550
 

nm 
 

with
 

high
 

forward
 

transmittance
 

 up
 

to
 

0 726 
 

is
 

realized 
 

As
 

the
 

circularly
 

polarized
 

light
 

is
 

a
 

linear
 

superposition
 

of
 

two
 

orthogonally
 

linear
 

polarization
 

lights
 

with
 

a
 

fixed
 

phase
 

difference
 

 π 2  
 

the
 

structure
 

designed
 

in
 

this
 

study
 

can
 

realize
 

asymmetric
 

transmission
 

of
 

arbitrarily
 

linearly
 

polarized
 

light
 

at
 

the
 

same
 

time 
 

Therefore 
 

it
 

has
 

a
 

wide
 

range
 

of
 

applications 
 

including
 

quantum
 

communicatio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integrated
 

op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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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光子作为信息载体在芯片中传输时具有能耗

低、信息容量大和大工作带宽等一系列优点,可用于

纳米光学片上系统中的信息传递和光量子计算[1]。
在信息传送及处理的过程中,非对称光传输器件有

重要意义,能够实现光波的单向传输,并抑制反向信

号的干扰。光波的非对称传输器件主要分为互易和

非互易非对称传输器件。非互易非对称传输器件要

求在微纳结构[2]上外加磁场(利用磁光效应)[3-4]或
外加高强度光场(利用非线性效应)[5-6]实现非对称

光传输,因此不易于实现在光子芯片上的集成。相

比之下,互易非对称传输器件则可以通过不同的原

理设计实现,具有更好的多样性和可调谐性,可用于

实现光子晶体(PhC)方向禁带[7-8]、光栅衍射[9-11]、表
面等离激元[12-13]、超材料

 [14-15]等。但这类器件仍然

存在传输效率低、光波偏振态单一、耗散较为严重等

局限[16-17]。本研究通过具有完全光子禁带[18-19]的

二维光子晶体平面波导结构实现高正向透射率(可
达0.726),同时使用光场发散微腔配合全反射原理

来实现对于反向透射光的限制,从而实现一种互易

光波导非对称传输器件。该器件适用于圆偏振光的

非对称光传输。同时,该器件的工作原理可以应用

于任意偏振光的非对称光传输器件。
圆偏振光(CPL)[20-21]相较于线偏振光具有独特

的偏振态特性,不仅可以传递光信号,且具有光子自

旋态,从而可以增大光通信信道容量。圆偏振光为

横电(TE)模和横磁(TM)模线性叠加形成,圆偏振

光的完全光子禁带定义为在某个频率区间沿TE和

TM方向的线偏振光同时实现的各个方向上的光子

禁带,该频率区间中的光无法在光子晶体结构中传

输,这也是光子晶体的一个重要特性[22]。原理上,
基于完全光子禁带原理的光波导能够实现圆偏振光

的传输。然而目前的完全光子禁带波导结构大多基

于线偏振光TE或TM 模的传输[23-25],存在偏振态

较为单一、传输透射率低、光波空间局域性差等问

题,因此,目前少有研究实现基于完全光子禁带的圆

偏振光的非对称传输器件。
为解决以上问题,本研究对光子晶体的材料进行

选择并通过引入线缺陷对结构进行优化设计,实现了

在光子禁带内的TE和TM线偏振态的正向高透射

光传输。在此基础上,通过线性叠加的方法引入圆偏

振光,实现了圆偏振光的高正向透射率。同时,通过

利用光场发散特性及界面全反射来抑制反向光传输,
实现了基于完全光子禁带特性的圆偏振光非对称传

输。所设计结构在光通信波长(1550
 

nm附近)实现

的正向透射率为0.726,透射对比度为0.568。所设

计的非对称传输器件可以使用现有的互补金属氧化

物半导体(CMOS)纳米制造工艺来制造[26-27],因此,
它可以在光通信和量子计算中得到广泛应用。

2 结构设计和模型分析

本研究提出的二维光子晶体异质结构如图1
(a)所示,是由左侧的PhC1和右侧的PhC2构成。

PhC1和PhC2均为周期性的三角晶格结构。PhC1
是通过在硅衬底中打空气孔柱形成,其中晶格常数

a1 为815.9
 

nm,空气孔半径r1=0.48a1。PhC2是

通过在锗衬底中打空气孔柱形成,其中晶格常数a2

为750
 

nm,空气孔半径r2=0.49a2。首先通过分别

在PhC1和PhC2中移除一排空气孔柱来引入线缺

陷,实现基于完全光子禁带的光波导结构。同时通

过在右侧移除6×3空气孔柱来引入让反射光衍射

发散的微腔,以降低反向透射率。波导宽度分别为

d1 和d2。在通信波段1550
 

nm 下硅的折射率为

3.48,锗的折射率为4.275,如图1(b)所示。根据材

料的折射率计算得到的界面倾斜角度θ=30°。
一束以恒定角速度ω 旋转并沿x 方向传输的

圆偏振光可以表示为具有固定相位差(π/2)的两束

线偏振(TE和TM)光的线性组合,可以表达为

E=Aycos(ωt-kx)ey ±Azcos(ωt-kx+ΔΦ)ez,
(1)

式中:E 为圆偏振光;Ay 和Az 分别为 TE和 TM
模式[偏振方向的定义如图1(a)所示,其中TE模式

的电场沿y 方向,TM 模式的电场沿z 方向]的振

幅;ey 和ez 分别为 TE和 TM 模式的单位向量大

小;ΔΦ 为两束线偏振光的相位差。当ΔΦ=nπ且

Ay=Az 或Ay≠Az 时为线偏振光;ΔΦ=±(2n+
1)π/2,n 为任意整数且Ay=Az 时为圆偏振光;

ΔΦ=±(2n+1)π/2,n 为任意整数且Ay≠Az 时或

者ΔΦ 为其他值时为椭圆偏振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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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二维光子晶体波导异质结构图及衬底材料折射率随x 方向位置的分布图。(a)二维光子晶体波导异质结构图;
(b)衬底材料折射率随x 方向位置变化的分布图

Fig 
 

1Structural
 

diagram
 

of
 

two-dimensional
 

photonic
 

crystal
 

waveguide
 

heterostructure 
 

and
 

refractive
 

index
 

distribution
 

of
 

substrate
 

material
 

along
 

x-direction
 

position 
 

 a 
 

Structural
 

diagram
 

of
 

two-dimensional
 

photonic
 

crystal
  

 

waveguide
 

heterostructure 
 

 b 
 

refractive
 

index
 

distribution
 

of
 

substrate
 

material
 

along
 

x-direction
 

position

  从(1)式可以看出,如果一个结构能够满足圆偏

振光的传播要求,则能够满足任意线偏振光及椭圆

偏振光的传输要求。如果要满足圆偏振光的传输要

求,则两束线偏振光(TE和TM 模)需要满足以下

三个条件:1)Ay=Az;2)π/2相位差;3)场强分布在

空间上重叠。
根据圆偏振光传输的三个要求,为了实现圆偏

振光的非对称传输,在设计结构时应满足以下要求;

1)TE和TM偏振光在所研究的波段范围都具有完

全光子禁带,即圆偏振光的完全光子禁带,并且要有

最大完全光子禁带宽度Δω;2)最大完全光子禁带

宽度Δω 所对应的波段范围与工作带宽(光通信波

段)重叠;3)圆偏振光的合成效果较好,即TE和TM
分别在PhC1和PhC2中的正向透射率尽可能相等;

4)圆偏振光在PhC1和PhC2中的正向透射率尽可能

高,以确保在异质结构中的高效率非对称传输。
基于以上目标,首先对结构进行了初步设计。

为得到较为理想的圆偏振光完全光子禁带宽度

Δω,即较大的工作带宽,首先对材料进行了选择。
总的来说,完全光子禁带要求两种介质的折射率比

大于2。因此PhC1和PhC2的衬底材料折射率应

较大,且PhC中的介质柱材料折射率应较小,本研

究采用硅和锗为背景材料、介质柱为空气孔柱。介

质折射率比分别为3.48和4.275,理论上此时能够

形成较好的完全光子禁带。其次确定晶格类型,研

究表明[28]对称性在完全光子禁带的形成过程中起

重要作用,与正方晶格相比,三角晶格结构具有更好

的完全光子禁带特性。因此PhC1和PhC2都采用

三角晶格光子晶体结构。
为实现更高效的圆偏振光非对称传输,对结构

进行进一步的优化设计,其中填充比是影响完全光

子禁带宽度的主要因素之一,在本研究中非对称传

输器件中圆偏振光的最大完全光子禁带宽度Δω 为

PhC1的TE和TM模的最大共同完全光子禁带宽

度Δω1 与PhC2的TE和TM模的最大共同完全光

子禁带宽度Δω2 的交集。为得到最大完全光子禁

带,本研究分别对初始结构PhC1中的空气孔柱半

径r1 和PhC2中的空气孔柱半径r2 进行了优化计

算[基于平面波展开
 

(PWE)法并使用Rsoft软件进

行计算],结果如图2所示。图2(a)为PhC1的TE
和TM模的能带组合图,通过计算得到当r1/a1=
0.48时,PhC1具有最大的共同完全光子禁带宽度

Δω1=0.078[ωa/(2πc)],对应波段范围为1547~
1817

 

nm,如图2(a)中灰色阴影部分所示。其次对

r2 进行优化计算,图2(b)为PhC2的TE和TM 模

的能带组合图,计算得到当r2/a2=0.49时,PhC2
具有最大的共同完全光子禁带宽度Δω2=0.098×
[ωa/(2πc)],对应波段范围为1463~1810

 

nm,如
图2(b)中灰色阴影部分所示。最终得到非对称传

输器 件 中 圆 偏 振 光 的 工 作 带 宽 为 263
 

nm,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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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7~1810
 

nm。同时本研究展示了PhC1和PhC2
的光子禁带随空气孔柱半径的变化,如图2(c)和
(d)所示,并且计算了r1/a1 取不同整值时Δω1 的

大小变化趋势以及r2/a2 取不同整值时Δω2 的大

小变化趋势。本研究的优化目标是TE和TM能带

相交叠的区域最宽。

图2PhC1和PhC2的TE和TM能带结构图,以及PhC1(PhC2)的光子禁带分别随半径r1(r2)变化的扫描图。(a)
 

PhC1
的TE和TM能带结构图;(b)

 

PhC2的 TE和 TM 能带结构图;(c)
 

PhC1光子禁带随半径r1 变化的扫描图;

               (d)
 

PhC2光子禁带随半径r2 变化的扫描图

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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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d
 

diagrams
 

of
 

Ph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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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C2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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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dga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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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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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C1 Ph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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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1 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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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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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C2 
 

 c 
 

photonic
 

bandga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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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
 

and
 

TM
 

modes
 

of
 

PhC1
 

varying
 

with
 

r1 
 

 d 
 

photonic
 

bandgaps
 

of
 

TE
 

and
 

TM

                 
 

modes
 

of
 

PhC2
 

varying
 

with
 

r2

  波导的优化设计一直是光子晶体研究的热点之

一,为进一步提高该非对称传输器件中圆偏振光的

正向传输性能,本研究通过改变线缺陷波导宽度d1

和d2,系统研究了波导宽度的改变对正向传输透射

率的影响[使用有限时域差分(FDTD)法计算,所用

软件为商用Lumerical
 

FDTD
 

软件,并使用模式光

源]。在确定以上最优填充比(r/a)的情况下,分别

对d1 和d2 进行优化计算,以20
 

nm为步长,在-
100

 

nm~+100
 

nm范围内改变波导的宽度,得到

了TE和TM以及圆偏振光的透射光谱图。由图3
(a)~(c)可看出,对于PhC1,在不同的d1 值下TE、

TM、圆 偏 振 光 的 传 输 透 射 图 都 非 常 相 似,且 在

1550
 

nm下,TE在d1 为570.18
 

nm处取得最大传

输透射率0.95,如图3(d)所示;TM 的透射率变化

幅度要明显大于TE,在d1 为690.18
 

nm处取得最

大传输透射率0.9,如图3(e)所示;圆偏振光的透射

率变化幅度介于 TE和 TM 两者之间,在d1 为

690.18
 

nm 处取得最大传输透射率0.916,如图3
(f)所示。圆偏振光在不同d1 值下的变化趋势和

TE、TM都有关系,受两者的共同影响,且透射率值

始终处于二者之间或三者均相等。其次计算PhC2
的透射光谱,如图3(g)~(i)所示。由图可看出,对
于PhC2,在不同的d2 值下TE、TM、圆偏振光的传

输透射图也都比较相似,且在1550
 

nm下,TE的传

输透射率整体变化不大,在d2 为465.04
 

nm 处取

得最大传输透射率0.947,如图3(g)所示;TM的传

输透射率变化幅度远大于TE,在d2 为565.04
 

nm
处取得最大传输透射率0.9,如图3(h)所示;圆偏振

光的传输透射率变化幅度介于 TE和 TM 两者之

间,在d2 为565.04
 

nm 处取得最大传输透射率

0.916,如图3(i)所示。通过比较PhC1和PhC2的

透射率变化趋势,发现通过改变波导宽度,PhC2中

的TM模传输透射率变化范围较大,即从0.06变

化到0.9。由于本研究目标是实现圆偏振光的非对

称光传输,需要 TE和 TM 具有相同的透射率,因
此,根据 TM 模式来选取优化参数。最终得到在

1550
 

nm波长下,d1 为690.18
 

nm 时圆偏振光在

PhC1 中 取 得 最 优 传 输 透 射 率 0.916,d2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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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TE、TM和CPL在PhC1或PhC2中的传输透射率随波导宽度的变化。(a)~(c)分别对应以20
 

nm为步长改变d1 时

PhC1中TE、TM和CPL的传输透射率;(d)~(f)分别对应不同d1 下PhC1中1550
 

nm
 

TE、TM和CPL的传输透射

率;(g)~(i)分别对应以20
 

nm为步长改变d2 时PhC2中TE、TM和CPL的传输透射率;(j)~(l)分别对应不同d2

              下PhC2中1550
 

nm
 

TE、TM和CPL的传输透射率

Fig 
 

3Transmittance
 

of
 

TE 
 

TM 
 

and
 

CPL
 

in
 

PhC1
 

and
 

PhC2
 

as
 

a
 

function
 

of
 

width
 

of
 

waveguide 
 

 a -- c 
 

Transmittance
 

of
 

TE 
 

TM 
 

and
 

CPL
 

in
 

PhC1
 

as
 

a
 

function
 

of
 

d1
 for

 

step
 

of
 

20
 

nm 
 

 d -- f 
 

transmittance
 

of
 

TE 
 

TM 
 

and
 

CPL
 

at
 

1550
 

nm
 

in
 

PhC1
 

for
 

different
 

d1 
 

 g -- i 
 

transmittance
 

of
 

TE 
 

TM 
 

and
 

CPL
 

in
 

PhC2
 

as
 

a
 

function
 

of
 

d2
 for

 

step

    
 

of
 

20
 

nm 
 

 j -- l 
 

transmittance
 

of
 

TE 
 

TM 
 

and
 

CPL
 

at
 

1550
 

nm
 

in
 

PhC2
 

for
 

different
 

d2

565.04
 

nm时圆偏振光在PhC2中取得最优传输透

射率0.916。
非对称传输器件的特征参数主要有正向透射

率(Tf)、反向透射率(Tb)和透射对比度(C)。其

中透 射 对 比 度 的 定 义 为 C=(Tf-Tb)/(Tf+
Tb)。器件设计的目标是取得尽可能高的正向透

射率和透射对比度,并尽可能地减小反向透射率。

为实现圆偏振光波更高效率的非对称传输、达到

光波反向截止的目的,本研究在PhC1和PhC2中

引入异质界面(角度 为θ=30°对 应 光 波 入 射 角

θin=60°),基于全反射原理,反向入射的光波入射

角达到临界角(θC=54.5°)时可实现光波反向截

止。然而,由于完全光子禁带的影响,反向透射并

不能完全被全反射界面抑制。因此,在引入全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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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界面后,反向透射率Tb 依然较高。本研究通过

在PhC2中移除几列光子晶体格点的方式来引入

衍射微腔,使反向入射光衍射发散且未完全耦合

到光波导中,从而降低反向透射率。本研究比较

了分别移除6×1、6×2和6×3空气孔柱的情况,
对三组数据进行了TE、TM 和圆偏振光反向传输

的优化计算。通过对反向传输场强分布图的观

测,发现在去掉6×3空气孔柱时反向入射光波的

传输明显减弱,衍射微腔起到了很好的扩散反向

入射光波的作用,使其无法高效率地耦合进入波

导结构。图4(a)~(c)分别为 TE、TM 和圆偏振

光的正向传输场强分布图。从图中可以看出衍射

微腔对于正向透射光的影响很小。图4(d)~(f)分
别为TE、TM

 

和圆偏振光的反向传输场强分布图。
图4(g)~(i)分别为TE、TM 和圆偏振光的传输透

射光谱图。在1550
 

nm 下:TE的正向透射率为

0.645,反向透射率为0.256,透射对比度为0.432;

TM的正向透射率为0.775,反向透射率为0.15,透
射对比度为0.676;圆偏振光的正向透射率为0.71,
反向透射率为0.203,透射对比度为0.555。

图4 去掉PhC2右侧6×3空气孔柱后的异质结构在1550
 

nm波长处的正向入射场强图和反向入射场强图。(a)
 

TE正向;
(b)

 

TM正向;(c)
 

CPL正向;(d)
 

TE反向;(e)
 

TM反向;(f)
 

CPL反向;(g)
 

TE、(h)
 

TM和(i)
 

CPL在研究波段的传输透射谱

Fig 
 

4Forward
 

and
 

backward
 

incident
 

electric
 

field
 

intensity
 

distributions
 

at
 

1550
 

nm
 

of
 

heterostructure
 

after
 

removing
 

6×
3

 

air
 

holes
 

on
 

right
 

side
 

of
 

PhC2 
 

 a 
 

TE 
 

forward 
 

 b 
 

TM 
 

forward 
 

 c 
 

CPL 
 

forward 
 

 d 
 

TE 
 

backward 
 

 e 
 

TM 
 

backward 
 

 f 
 

CPL 
 

backward 
 

transmittance
 

spectra
 

of
 

studied
 

waveband
 

of
 

 g 
 

TE 
 

 h 
 

TM 
 

and
 

 i 
 

CPL

  为减小异质界面折射对传输效果的影响,本研

究也对波导中心间距进行优化,得到了最优中心波

导间距(Δl为60
 

nm),此时,圆偏振光的透射效果

达到最佳。在此基础上,本研究模拟了输出端口处

y-z截面的电场强度分布和相位分布,并标识出光

偏振态,如图5(a)、(b)所示,其偏振态是根据(1)式
的场叠加原理得到的。在每个点上,电场的偏振态

可以用圆或椭圆表示,箭头代表旋转方向。可以看

到,光的偏振从圆到椭圆略有变化,这是由 TE和

TM偏振光的电场强度在空间上的分布并不完全相

同造成的。但是,在光波导中心,场强最强处,偏振态

确实为圆偏振。因此,可以证明该器件能够实现圆偏

振光的非对称传输并保持圆偏振态。圆偏振光在

1550
 

nm下的正向透射率为0.726(比图4中未优化

光波导中心位置的结果略有提高),反向透射率为

0.2,透射对比度为0.568,如图5(c)所示。同时,为了

分析实验设计的有限厚度的二维光子晶体平板结构

(PhC
 

slab)对器件性能的影响,本研究将有限厚度的

PhC
 

slab置于二氧化硅衬底上以进一步模拟厚度为

2000
 

nm的器件结构。有限厚度的光波导在z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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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论文 第41卷
 

第9期/2021年5月/光学学报

上是通过全内反射实现对光的限制,其限制程度随着

波导厚度的减薄而下降,同时衬底对于光波导在z方

向上对光的限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此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了正向透射率(降低到0.576),如图5(d)所
示。然而,该器件的透射率还是高于0.5,能够满足应

用需求。文中所设计的二维光子晶体波导结构的制

备可利用目前较为成熟的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刻蚀技

术来实现,采用刻蚀剂加工出异质结构图案,然后将

其转移到硅层[26]或者锗层[27],利用光刻将晶格常数

a1、a2、r1、r2 分别设置为815.9
 

nm、750
 

nm、392
 

nm
和367.5

 

nm。利用半导体激光器可将输入端和输出

端的波导直接耦合到光子晶体异质结构中。

图5CPL在二维光子晶体异质结构y-z截面中传输的场强、偏振态和相位分布,CPL在二维光子晶体异质结构中传输的

透射率以及透射对比度,以及CPL在二维光子晶体异质结构以及基于二氧化硅衬底的有限厚度平板光子晶体异质结

构中的正向透射率图。CPL在二维光子晶体异质结构y-z 截面中传输的(a)场强和偏振态分布和(b)相位分布;
(c)

 

CPL在二维光子晶体异质结构中传输的透射率以及透射对比度;(d)
 

CPL在二维光子晶体异质结构以及基于二

          氧化硅衬底的有限厚度平板光子晶体异质结构中的正向透射率图

Fig 
 

5Electric
 

field
 

intensity 
 

polarization 
 

and
 

phase
 

distributions
 

of
 

CPL
 

in
 

y-z
 

plane
 

of
 

2D
 

PhC
 

heterostructure 
 

transmittance
 

and
 

transmittance
 

contrast
 

of
 

CPL
 

in
 

2D
 

PhC
 

heterostructure 
 

and
 

forward
 

transmittance
 

of
 

CPL
 

in
 

2D
 

PhC
 

structure
 

and
 

finite
 

thickness
 

PhC
 

heterostructure
 

slab
 

based
 

on
 

silica
 

substrate 
 

 a 
 

Electric
 

field
 

intensity 

polarization
 

distribution 
 

and
 

 b 
 

phase
 

distribution
 

of
 

CPL
 

in
 

y-z
 

plane
 

of
 

2D
 

PhC
 

heterostructure 
 

 c 
 

transmittance
 

and
 

transmittance
 

contrast
 

of
 

CPL
 

in
 

2D
 

PhC
 

heterostructure 
 

 d 
 

forward
 

transmittance
 

of
 

CPL
     

 

in
 

2D
 

PhC
 

structure
 

and
 

finite
 

thickness
 

PhC
 

heterostructure
 

slab
 

based
 

on
 

silica
 

substrate

3 结  论

提出了一种可以实现圆偏振光非对称传输的基

于二维光子晶体的非对称传输器件。基于光子晶体

的完全禁带特性和波导局域特性,本研究能够实现

圆偏振光在通信波段1550
 

nm的0.726正向透射

率以及高透射对比度,为设计基于二维光子晶体结

构的非对称光传输器件提供了新的思路,并得到了

较好的器件性能。该设计可以实现任意偏振态的非

对称光传输,包括不同方向的线偏振光、椭圆偏振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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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圆偏振光等,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为进一步构造

径向偏振光等高阶偏振态的非对称传输器件提供可

能性。同时,该设计器件有可能通过使用目前成熟

的CMOS半导体微纳加工技术制得,有实际应用

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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