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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氧化镁是典型的碱性氧化物!由于其特有的性质!

在催化"污染物净化"食品添加剂"涂料和医疗等方面

有着广泛应用2/034

# 氧化镁单晶具有熔点高"耐腐蚀"耐

磨等特性!广泛应用在薄膜技术领域中$如用于制作磁

学薄膜%半导体薄膜"光学薄膜和高温超导薄膜等254

$

在太赫兹波段!由于其良好的低频透过性!氧化镁

单晶常常用作基底材料2.0+4

!研究其在太赫兹波段的介

电响应特性十分必要$ 其他研究人员也曾研究过氧化

镁单晶的性质!但只是在低频太赫兹波段
67 38. 9:;<

或者利用红外光谱等其他方法进行研究25=>0?4

$文中利用

太赫兹时域光谱系统!在几乎整个太赫兹波段
6@8.!

?8. 9:;<

范围内研究了氧化镁单晶的光学特性!得

到吸收系数"折射率和复介电函数!并利用经典的赝

简谐振动理论很好地拟合出了以上参数! 为氧化镁

性质的研究及其在太赫兹波段的应用提供参考$

"

实验装置及样品

该实验所用的氧化镁单晶样品购买于上海大恒

光学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样品为长
A, BB

"宽
/@ BB

"

厚
@8. BB

的正方形单晶基片!晶体解理面
7/@@C

$

实验利用了两种太赫兹时域光谱系统!分别是爱德

万测试公司
6DEF')GHIG<

的
9DJ>*,,9J

太赫兹光谱

分析仪和基于超快激光成丝 2K,4 的空气等离子体

6D$% L&'IB'<

太赫兹系统$

9DJ>5,,9J

系统的有效频

谱范围
,8.!> 9:;

!动态范围大于
+3 EM

!频率分辨率

>8+ N:;

&空气等离子体系统光源由
JLH(G%'0OPQI$(I

公司的
JL$GR$%H D(H

掺钛蓝宝石再生放大器产生 !

其输出中心波长
!SS )B

!重复频率
A T:;

!脉冲宽度

U. RI

!实验用到的单脉冲能量约为
- BV

$

实验用的空气等离子体系统光路如图
A

所示 !

激光脉冲被分束器分为两束! 一束用来产生太赫兹

波! 另一束用来探测$ 产生光束经透镜聚焦并通过

MMW

倍频晶体!倍频光和剩余的基频光在空气中聚

焦产生等离子体并辐射太赫兹波! 太赫兹波经四个

离轴抛物面镜后与探测光束同时聚焦到外加交流电

极中间$作为产生太赫兹波的逆过程!太赫兹与探测

光聚焦后会辐射二次谐波$ 二次谐波经过透镜准直

和带通滤波片后被光电倍增管
6OX9<

探测 !由于二

次谐波与太赫兹电场强度成比例关系! 可以得到其

时域信号$图中外加电极可以提供本地振荡!从而实

现相干探测 2AA4

!硅片用来阻挡剩余的基频光和倍频

光$ 该系统测量带宽可覆盖
A!A! 9:;

!若样品吸收

太强则带宽会有所减小$

图
A

空气等离子系统示意图

Y$Z8A J(PHB'G$( E$'Z%'B [R '$% L&'IB' IQIGHB

#

结果与讨论

#$"

实验结果

以干燥空气作为参考!利用
9DJ>5@@9J

系统测

量氧化镁单晶样品!得到的时域信号如图
-

所示$由

于样品折射率大于空气! 太赫兹脉冲经过样品后会

有时间上的延迟$从图
-

中可以看出!样品与参考相

比延迟了
U8! LI

左右! 同时由于信号在样品间的二

次反射!在约
AA8U LI

后出现反射信号$

图
-

参考及样品的时域波形

Y$Z8- 9:; "'FHR[%BI [R %HRH%H)(H ')E I'BL&H

从实验数据中提取出的
@8.!58. 9:;

范围内吸

收系数
6!<

和折射率
6!<

信息如图
U

所示!可以看出!

在
-8. 9:;

之前! 氧化镁的吸收系数小于
A@ (B

0A

!

这种良好的透过性使得氧化镁单晶在低频太赫兹波

段常常用作衬底 &然而 !在
-8. 9:;

之后 !吸收系数

随频率增加而增大!在
U8A+ 9:;

附近达到一个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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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之后略微下降并保持在
.2 (3

0/左右" 吸收系数与

折射率是相关联的!将样品复折射率表示为#!

!

"!4!56

#!

$

7!8

!其中
!4!8

是折射率的实部!反映样品的色散

特性$

!

$

4!8

是折射率的虚部!反映样品的吸收特性" 吸

收系数与折射率存在以下关系#

!

$

9"#:;$

!可见折射率

虚部和吸收系数成正比"通常情况下!在吸收峰频率附

近!折射率实部也会表现出明显的色散现象!这点可以

从图
<4=8

看出#在
2>. ?@A

之前折射率从
1>B2

缓慢增

大!在
1>/+ ?@A

附近出现震荡!之后恢复原来的变化

趋势!这与其他研究人员得到的结果一致C;DE0FG

"

图
1

实验所得氧化镁单晶吸收系数
7'5

和折射率
7=5

H$I>1 JK'LM%KN '=LO%PQ$O) (OKRR$($K)Q 4'8 ')N %KR%'(Q$SK

$)NKT 4=8 OR L$)I&K0(%ULQ'& JIV

基于折射率和吸收系数! 通过公式
% 4!894!

%

&!

$

8

2

可以获得样品的复介电函数#

&

%

9!

%

2

04'(

W

:;$8

2

!

&

$

9

'!

%

(

W

:2$

!结果如图
;

所示"

图
;4'8

表示复介电函数实部 !其大小基本等于

折射率的平方!而样品的吸收特性表现在虚部上!如

图
;4=8

所示"

图
;

实验所得氧化镁复介电函数

H$I>; JK'LM%KN (O3P&KT N$K&K(Q%$( RM)(Q$O) OR JIV

为了获取更高频率的信息! 使用基于空气等离

子体的太赫兹时域光谱系统测量了相同样品! 系统

未加样品时的空载信号如图
.

所示! 从频谱可以看

到系统带宽接近
2W ?@A

!

B! ?@A

附近的吸收是挡

光硅片的本征吸收造成的 CBBG

" 测量样品获得的光学

参数如图
+

所示"由于空气等离子体系统的宽带性!

其能量主要集中在高频区域
4<!! ?@A8

!而在低频时

4XB>. ?@A8

能量较小 !这导致系统测量的低频参数

误差较大" 从图
+

中可以看出!在
B>. ?@A

前!空气

等离子体系统所测数据与
?YZE;WW?Z

系统结果相

比有一定差别! 在
2 ?@A

之后! 两个系统所测结果

吻合得很好"

图
.

空气等离子体系统的太赫兹波形和频谱

H$I>. ?@A "'SKRO%3 ')N LPK(Q%M3 OR '$% P&'L3' LULQK3

图
+4'8

吸收系数曲线表明 !除
1>/+ ?@A

处的

特征峰外!在
!>// ?@A

也有一个高频的响应 !通常

情况下单晶的吸收特征与声子振动模式有关!这将

在之后的理论分析中讨论" 折射率在高频部分逐渐

增大 ! 在
!>. ?@A

后折射率达到
;

以上 !

F ?@A

以

后由于样品吸收太大 !信号被噪声淹没 !计算结果

产生偏差" 复介电函数的变化情况与低频类似!此

处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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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空气等离子体系统所得光学参数

1$2#+ 34'56%47 89:$('& 9'%';4:4%5 65$)2 '$% 9&'5;' 5<5:4;

!"!

理论分析与拟合

通常情况下! 离子晶体的远红外太赫兹波的吸

收是由于晶格的振动引起的" 入射到晶体上的电磁

波和晶格相互作用!导致晶格振动的产生或湮灭"利

用经典的赝简谐振动理论! 材料的介电响应函数可

以表示为 =>?@

#

!A"BC!

!

D

!

!

"

#!

"

!

-

"

!

-

0"

!

-

0$#

!

"

式中#

!

!

为高频介电常数$

%

$!

为振子强度$

#

!

为阻尼

系数$

"

!

为第
!

个声子振动频率"

从以上实验结果可以看出! 氧化镁单晶在太赫

兹波段的介电特性主要是由
E#>+ FGH

和
!I>> FGH

两处的声子响应特性决定的!同时注意到
!#>> FGH

后吸收系数短暂下降后很快又开始增大! 由此可以

推测在更高频率处有另一个共振模式存在! 通过查

阅相关文献证实!该模式在
>-#JE FGH

处 =!0KL>E@

"选取

!

!

CE#J>

=ML K@

!

"

>

CE#>+

!

"

-

C!#>>

!

"

E

C>-#JE

进行理论

拟合! 其结果如图
N

所示" 拟合参数为#

"

&>

CJIJ+-

!

%

&-

CJIJJE

!

%

&E

C+I.M.

!

#

>

C+IMM+

!

#

-

C-

!

#

E

C>I>!K

"从振

子强度
%

$!

可以看出!三个频率对单晶的整体响应所

贡献的比重不同 !

>-IJE FGH

处的声子振动起主要

作用!其振子强度
O+#.M.P

远大于
QI/+ FGHARIR+?P

和

!ISS FGHARIRREP

两处对应的振动"

A'P

拟合所得折射率
A

黑色曲线
P

和吸收系数
A

灰色曲线
P

A'P FT48%4:$('& U$::$)2 %456&: 8U %4U%'(:$V4 $)74W AX&'(Y (6%V4P

')7 'X58%9:$8) (84UU$($4): A2%'< (6%V4P

AXP

拟合所得复介电函数实部
A

黑色曲线
P

和虚部
A

灰色曲线
P

AXP FT48%4:$('& U$::$)2 %456&: 8U %4'& 9'%: AX&'(Y (6%V4P

')7 $;'2$)'%< 9'%: A2%'< (6%V4P 8U (8;9&4W 7$4&4(:%$(

U6)(:$8)

图
N

理论拟合结果

1$2IN FT48%4:$('& U$::$)2 %456&:5

氧化镁单晶的每个原胞中有两个原子! 对应三个

声学支和三个光学支"

/?IRQ FGH

处对应的是横向

光学声子振动模
AFZP

! 这是氧化镁单晶中最主要%

最基础的振动模式 =*@

"

QIS+ FGH

处的模式通常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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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多声子过程 123/45

!而
!6// 789

处对应横向声学振

动模式 1:3;:5

"

!

结 论

研究了氧化镁单晶在太赫兹波段的光学特性 "

实验发现氧化镁单晶的吸收系数随频率增加而增

大!低频透过性很好!高频
<2 789=

可达
>!? (@

0> 以

上! 折射率从低频的
A6>-!A6>.

逐渐增大到
:

以上

<B!6:. 789=

"实验结果显示!在
A6;+ 789

和
!6;; 789

时氧化镁存在两个显著的振动模式! 在吸收特性上

表现为两个吸收峰! 通过理论模型很好地拟合了实

验结果" 研究表明!

A6;+ 789

处的模式对应多声子

过程!而
!6;; 789

处对应横向声学振动模式" 拟合

过程中推测高频处存在另一个声子振动模式! 且其

在氧化镁单晶中起最主要作用! 参考相关文献可知

该模式是
;-6?A 789

处的横向光学声子振动模

<7C=

" 文中的研究结果有利于进一步了解氧化镁的

性质!同时为其在太赫兹波段的应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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