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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焦对表面等离激元共振显微成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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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表面等离激元共振显微成像（SPRM）技术具有高灵敏度、快速实时等优点，已经被广泛应用于纳米检测、生物医学

和环境监测等领域中。由于倏逝场的界面传输特性，故 SPRM 具有特殊的点扩散函数，可从其中提取出丰富的待测物信

息。然而，离焦成像会影响成像特征，导致无法准确获取待测物信息。因此，定量研究离焦对 SPRM 的影响至关重要。

通过仿真计算与实验，定量研究了离焦对 SPRM 的影响，并实现了单个聚苯乙烯颗粒的 SPRM 成像。所提方法可用于

SPRM 离焦状态的快速判断，并反推出准确的离焦偏移量，实现快速对焦，改善 SPRM 技术在长时程观测中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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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the high sensitivity and real-time detection, surface plasmon resonance microscopy (SPRM)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nano-detection, biomedicine, and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As the evanescence wave propagates along 
the interface, a special point spread function of SPRM is formed, from which rich information of the analyte can be 
retrieved.  However, the defocus can affect the imaging pattern, which hinders the acquisition of accurate analyte 
information.  As a result, the quantitative study on the effect of defocus on SPRM is crucial.  This study quantitatively 
analyzes the effect of defocus on SPRM both theoretically and experimentally, and realizes the SPRM imaging of single 
polystyrene nanoparticles.  The proposed method can be used to rapidly judge the defocus status of SPRM, retrieve the 
accurate defocus displacement to achieve fast re-focusing, and improve the SPRM performance in long-term ob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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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表面等离激元（SPPs）是一种由金属表面自由电

子集体振荡而产生的沿金属 -介质界面传播的倏逝

波［1］，具有局域电磁场显著增强的效应。采用 SPPs 作
为光源的检测技术，如表面等离激元共振（SPR）具有

高灵敏、免标记和实时定量分析等优势［2］，故被广泛用

于纳米检测［3-6］、环境监测［7］和生物医学［8-14］等领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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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 显微成像（SPRM）技术进一步结合了 SPR 和显

微成像的优势，使 SPR 的检测灵敏度和分辨率得到了

极大的提升，将 SPR 从集群分析发展成单颗粒、单分

子水平的数字化检测技术。基于 SPRM 的独特优势，

研究者已经实现了对单纳米颗粒［3］、单病毒［8-9］、脱氧核

糖核酸（DNA）单分子［10］、单细胞［11-13］和单个石墨烯

片［4］等纳米级样品的无标记快速成像分析，并发展出

了电化学成像［15-16］、单分子传感［17-18］等领域中的前沿技

术。单颗粒、单分子的 SPRM 图像具有特殊的条纹形

态特征，是由样品引起的 SPPs 局域场增强，以及 SPP
散射波和反射光在远场的干涉形成［9， 19］，进而形成了

特殊的点扩散函数［20］。SPRM 的特征图案中包含了单

颗粒、单分子的大量信息，通过直接对干涉图案亮度或

条纹分布的分析，可以定量检测粒径［21］、折射率［22］和界

面过程［23］。另一种更准确的方法是基于干涉成像的原

理进行图像重建，以直接获取样品的幅值和相位信

息［24-25］。  然而，由于使用的大数值孔径油浸物镜景深

非常小，故物平面的细微变化就会产生离焦成像，从而

导致在不同批次的实验中或在长时程的检测中，以上

分析方法的结果会产生较大的失真［22， 25］。

在前期工作中，本团队对 SPRM 的离焦成像进行

了初步研究［25］，发现离焦图像是由散射波与反射波的

相对相位变化决定的，并提出了利用全息重建方法进

行图像的数字重聚焦，以消除离焦的干扰，但其效果会

受到孪生像的干扰和离焦距离未知的限制。针对此问

题，本团队还发展了基于深度学习技术的离焦图像重

建算法［26］，实现了离焦焦距的自动分析和离焦图像的

自动聚焦，但其定量分析效果较差，且深度学习图像处

理所用时间较长，故不利于实时反馈离焦距离来进行

物理调焦。以上两种方法都未对干涉条纹的分布细节

进行定量化的分析，而是将其作为整体图案来进行重

建。因此，本文通过仿真计算与实验验证对不同离焦

位置处单个聚苯乙烯颗粒的 SPRM 条纹图案进行了

定量分析，发现条纹极大值间距随离焦量线性变化，故

可以将条纹极大值间距作为离焦量快速定量分析的特

征参数，为 SPRM 自动聚焦校准提供依据。

2　理论仿真

SPRM 将金属界面处的 SPPs 近场分布经过金-介

质结构耦合到远场进行成像，故首先建立仿真成像系

统，以对金膜界面处的 SPPs 近场分布进行仿真计算。

使用 Lumerical 公司的 FDTD Solutions 软件进行建模

仿真［27］，基于 Kretschmann 耦合方式激发 SPPs，建立

基 底/金 膜/空 气 三 层 结 构 ，基 底 介 电 常 数 为 εs= 
3. 1648，金膜介电常数为 εAu=-10. 8097+0. 7896i，空
气介电常数为 εd= 1。设置波长为 633 nm 的总场散射

场源（TSTF）平面波以 36. 5°角斜入射至基底 -金膜界

面，激发 SPPs。选取半径为 r=100 nm 的聚苯乙烯颗

粒放置在金膜-空气界面上，颗粒折射率为 n=1. 59，设
定颗粒中心坐标为（r，0，0）。取金膜界面位置为 z=
0 nm，设定探测平面位置为 z=5 nm，设定边界条件为

完美匹配层（PML），将网格大小设置为 5 nm×5 nm×
5 nm。仿真模型如图 1 所示，在满足入射光与激发
SPPs 波矢匹配的条件下，可激发 SPPs。模式匹配条

件为 kx = εs k0 sin θ = kSPP，其中 k0 为入射光波数，kx

为高折射率基底 -金界面处 x 方向波矢分量，θ 为 SPP
激发角，kSPP = k0 εAu εd / ( εAu + εd ) 为 SPPs 波数。计

算得到入射角度为 36. 5°，满足 SPPs 激发的波矢匹配
条件，进而可激发 SPPs。

仿真得到的半径为 r=100 nm 的单个聚苯乙烯颗
粒在金膜 -空气界面引起的 SPPs 场分布如图 2（a）所
示。可以看出，仿真图像中包含颗粒中心局域场增强
和 SPPs 散射引起的干涉条纹。当 SPPs 沿界面传播，
并与金属-介质界面处纳米颗粒相互作用时，纳米颗粒
引起沿界面传输的 SPPs 散射与激发 SPPs 产生干涉，
从而产生明暗相间的同心抛物线形干涉条纹。从文献
［22］中分析可知，干涉条纹周期为 SPPs的半波长。由
此可知，激发波长、基底折射率、金属介电常数和界面
处介质的介电常数均会影响干涉条纹的周期。此外，
文献［28］研究表明，干涉条纹还受到纳米颗粒材料、尺
寸与形状的影响。

如图 2（b）所示，基于 4f 成像系统，进一步计算离
焦对 SPPs 的影响，其中 ∆z为 离焦量，z1和 z2分别为加
入离焦量后物平面到透镜等效面的距离。将仿真得到
的如 2（a）所示的金膜/空气界面附近的 SPPs 场分布
作为物平面，该物平面位于对焦平面 z0 处，经过 L1（焦
距为 f1=1. 8 mm）与 L2（焦距为 f2 = 350 mm）两个透
镜组成的 4f 系统，在像平面处得到远场成像。使用角
谱法近似成像过程，物平面光波 H 与反射波 R 一同传
播至像平面处，在 Matlab 软件中对成像结果进行了计
算。让物平面的 SPPs 散射与反射波的相位沿 z 轴改
变，可得到像平面处的频域复振幅分布，经傅里叶逆变
换后可得到像平面处的空间成像 O ( r，z )［25］，其表达
式为

O ( r，z )= F-1{F [ |H ( r，z0 ) |2 R ( r，z0 )] }M ×

exp éë - i |( nk0 )2 - k 2
x - k 2

y | ( z - z0 )ùû ， （1）

式中：F-1 ( ·)为傅里叶逆变换函数；F ( ·)为傅里叶变

图 1　基于 Kretschmann 耦合方式激发 SPPs的仿真模型示意图

Fig.  1　 Schematic diagram of simulation model of SPPs 
excitation based on Kretschmann configuration



2324001-3

研究论文 第  42 卷  第  23 期/2022 年  12 月/光学学报

换函数；ky 为界面处 y 方向的波矢分量；M 为空间频率

域的滤波器。

对于离焦计算，改变式（1）中 z0 获得不同离焦量，

可以得到像平面在不同离焦量时的成像结果。当离焦

量从-3. 0 μm 变化至 3. 0 μm，单次变化量为 0. 5 μm
时，不同离焦量时的成像结果如图 3 所示。

3　样品制备及实验装置

实验选取半径为 100 nm 的聚苯乙烯颗粒来实现

SPRM 的成像及离焦测量。为了获得单个纳米颗粒成

像，需将纳米颗粒单分散地制备在镀金膜盖玻片上，盖

玻片上金膜厚度为 50 nm。为了减少颗粒团簇，先将

聚苯乙烯纳米颗粒溶液（质量分数为 2. 5%）用乙醇稀

释至合适质量浓度（1. 79×10-3 mg/mL）。将镀金膜

盖玻片放在加热台上，加热至 160 ºC，预热 10 min，用
滴管取一滴纳米颗粒溶液并滴在预热盖玻片上，溶液

图 2　仿真图像和成像系统示意图。（a）金膜界面处的 SPPs近场分布仿真结果；（b） SPRM 4f成像系统示意图

Fig.  2　 Simulation result and schematic diagram of imaging system.  (a) Simulation result of near-field distribution of SPPs at Au-air 
interface; (b) schematic diagram of SPRM 4f imaging system

图 3　不同离焦量下 SPRM 的仿真结果

Fig.  3　Simulation results of SPRM under different de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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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蒸发，使颗粒在团簇前即固定在金膜表面。

SPRM 成像装置的原理图如图 4 所示。使用 He-

Ne 激光器输出波长为 633 nm 的 p 线偏光，采用物镜耦

合的 Kretschmann 结构在金 -空气界面处激发 SPPs。
为了实现宽场成像，入射光经薄膜分束器反射，会聚在

油浸物镜（APON100×HOTIRF）焦平面上，以平行光

斜射入至金-空气界面上，调节一维移动平台改变入射

角，电荷耦合器件（CCD）探测到的反射光斑随角度发

生变化，当反射光斑强度最弱时，即实现了 SPPs激发，

激发角度约为 36. 8°。此时，激发的 SPPs与纳米颗粒相

互作用，产生了颗粒附近局域场增强和抛物线形同心

条纹的特征图案。单个聚苯乙烯颗粒引起的 SPPs 场
分布经芯片反向耦合至远场被物镜收集，再透过双色

镜与管镜传输至 CCD 进行快速成像，此时观察到成像

中颗粒与干涉条纹均达到最亮，成像对比度最佳。由

于实验得到的 CCD 原始成像包含反射背景光和 CCD
暗噪声等，故实验中采集多次图像取平均并去除反射

背景光与 CCD 暗噪声，以改善成像对比度。在实验中，

样品放置在 xyz 移动平台上，精确调节 z 轴，z 轴移动平

台为压电位移台，移动精度为 100 nm。将样品位于对

焦平面（图 4 中 z0 平面）来实现 SPRM 成像。为了研究

离焦对成像的影响，精确控制物平面沿 z轴与 z0 平面的

偏移量，采集对应的 CCD 图像，并从图像中提取条纹信

息来进行定量分析。由于实验中采用平行光入射，调

节 z 轴离焦量时，激发角不变，且波矢匹配条件中其他

参数（入射光波长、金属介电常数、介质介电常数和高折

射率基底折射率等）均不随离焦调节而改变，故调节离

焦参数不会改变 SPPs激发条件。

4　结果与分析

半径为 100 nm 的单个聚苯乙烯颗粒在不同离焦

面上的 SPRM 成像结果如图 5 所示，此时离焦偏移量

从 -3. 0 μm 变化至 3. 0 μm，单次变化量为 0. 5 μm。

当偏移量为正值时，颗粒的局域场增强区域由亮点扩

散至亮斑，且同心抛物线形条纹也会相应扩大并呈现

U 状。当偏移量为负值时，颗粒的局域场增强区域几

乎没有变化，强度随着偏移量绝对值的变大而相应变

弱，同心抛物线形条纹由 U 形变为 X 形。该变化趋势

与图 3 的计算结果一致，并与前期研究结果［25］一致。

为了定量研究离焦引起 SPRM 图像条纹的变化，在成

像图中沿 y 方向截取条纹极大值间距 L（如图 5 中虚线

所示）的一维强度分布。为了保证所有离焦图像中的

最大值位置都可清晰辨认，取离焦量为 0 时颗粒亮点

处的 CCD 像素值为原点，从原点沿 x 轴向下每隔

5 pixel 沿 y 方向从-3. 0~3. 0 μm 范围内取强度曲线，

然后使用 Origin 中 Savitzky-Golay 滤波器对曲线数据

进行平滑处理。依次对不同离焦量时提取的所有数据

进行平滑处理，寻找所有离焦量下强度曲线中干涉条

纹最大值均为最明显的像素点，即原点向下移动

55 pixel处定为虚线位置，选取虚线截取的一维强度分

布提取条纹极大值间距 L。

利用 Image J 软件得到在不同离焦偏移量成像时，

所截取的条纹极大值间距 L 的一维强度分布，如图 6
（a）所示。将实验采集的像素点转化为长度，并对曲线

进行平滑处理和归一化处理，取最内侧干涉条纹强度

最大位置测量条纹极大值间距进而得到距离 L。可以

看出，离焦偏移量与 L 值间呈单调递增趋势。图 6（b）
显示了所提方法对图 3 仿真图像进行归一化后的分析

结果。为了便于比较，将每条曲线在竖直方向上移动，

相邻曲线间隔强度值为 1。将实验与仿真得到的离焦

量与 L 的关系进行比较，并分别进行线性拟合，得到

LExp = 24. 467x + 237. 053 ， （2）
LSim = 29. 971x + 226. 258 ， （3）

式中：LExp 为实验得到的干涉条纹极大值间距，拟合相

关系数为 R2=0. 973；LSim 为仿真得到的干涉条纹极大

值间距，拟合相关系数为 R2=0. 982；x 为离焦偏移量。

从图 7 可以发现，实验与仿真结果基本一致。

图 4　SPRM 光路示意图

Fig.  4　Schematic diagram of light path of SP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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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         论
通过理论和实验研究了离焦对 SPRM 的影响，发

现了离焦量改变与极大值间距变化呈线性关系。利用

所提研究方法，可以快速判断 SPRM 是否处于离焦状

态，并可反推出准确的离焦量来进行对焦调节，进而得

到理想的 SPRM 成像结果。本研究将有助于提高

SPRM 的可重复性，并可推广到长时程监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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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7　 Comparison of maximum fringe spacing induce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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