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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表面等离激元交叉耦合作用的纳米
金属双缝异常透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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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二维时域有限差分方法研究了非对称纳米金属双缝结构在薄隔 层 情 况 下 对 光 波 的 异 常 透

射特性，以及狭缝长度、狭缝数目和入射角度对透射特性的影响．研究发现，该双缝结构中传导的表面等

离激元波通过渗透中间隔层材料产生交叉耦合作用，形成对称和反对称耦合模式，导致其透射谱在特定

波长位置处形成双共振峰传输和一个透射率为零的透射抑制现象；双缝结构 中 表 面 等 离 激 元 波 交 叉 耦

合作用的本质是其横向电场分量渗入中间隔层材料产生的相互干涉作用，而 横 向 电 场 分 量 的 初 始 相 位

差决定双缝结构中形成的表面等离激元波耦 合 模 式 的 类 型．由 于 双 缝 结 构 的 透 射 极 值 与 各 狭 缝 腔 内 的

法布里－珀罗共振效应密切相关，因此狭缝长度 决 定 透 射 极 值 的 波 长 位 置，而 狭 缝 数 目 和 入 射 角 度 只 影

响透射峰的传输效率．该双缝结构具备光学滤波和空间分光功能，在新型纳米光子器件领域具有潜在的

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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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自１９９８年光学增强透射现象首次报道以来［１］，亚波长金属周期阵列结构的异常透射现象成为纳米光学

领域的研究热点．尽管对异常透射现象的物理机制的解释存在一定争议，但研究者们一致认为金属表面激发

的表面等离激元（Ｓｕｒｆａｃｅ　Ｐｌａｓｍｏｎ　Ｐｏｌａｒｉｔｏｎｓ，ＳＰＰ）波在该现象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２－４］．研究表明通过设

计亚波长金属周 期 阵 列 结 构 的 形 状，能 够 在 纳 米 尺 度 对ＳＰＰ波 进 行 操 控，使 其 具 备 光 子 分 光［５］、光 学 传

感［６］、纳米聚焦［７］、光学滤波［８］和负折射率现象［９］等光学特性．这些光学特性与亚波长金属周期阵列结构中

各散射单元激发的ＳＰＰ波之间的相互耦合作用密不可分．研究亚波长金属周期阵列结构中各散射单元激发

ＳＰＰ波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对于深入理解光学异常透射现象的物理机制以及设计开发新功能的光学器件至

关重要．目前在关于亚波长金属阵列结构的光学异常传输特性的研究中，各散射单元激发的ＳＰＰ波间的耦合

方式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在厚金属薄膜、厚单元间隔阵列结构的入射／出射界面上相向传播的ＳＰＰ波之间的

耦合作用，该ＳＰＰ波耦合作用可实现对近场干涉条纹［１０］和远场透射光谱的调制［１１－１２］，以及控制ＳＰＰ波的方

向性激发［１３－１４］；另一类是在超薄金属薄膜、厚单元间隔的周期阵列结构上、下界面激发的ＳＰＰ波通过渗透膜

层材料发生相互耦合作用，该耦合作用可形成反对称ＳＰＰ束缚模式，产生光学透射抑制现象［１５－１６］．在这些研

究中，散射单元间ＳＰＰ波耦合作用强度发生在两个极端情况下：一是金属界面上ＳＰＰ波的“微扰型”耦合作

用；二是ＳＰＰ波完全渗透金属材料产生的强烈耦合作用．然而，针对在“适中”的ＳＰＰ波耦合作用下（即在隔

层厚度大于二倍光波趋附深度而小于ＳＰＰ波渗透耦合作用的截止长度［１７］情况下），周期阵列结构对光波传

输特性的研究相对较少．
本论文利用二维时域有限差分（Ｆｉｎｉｔ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ｉｍｅ　Ｄｏｍａｉｎ，ＦＤＴＤ）方法理论研究在薄隔层厚度下

非对称纳米金属双缝中传导的ＳＰＰ波之间“适中”的渗透耦合作用对传输特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双缝结构的

透射谱出现双峰传输和透射抑制的新现象．由电磁场空间分布推得这些现象是由双缝结构中形成的对称和

反对称ＳＰＰ耦合模式引起的．通过理论分析，提出一个ＳＰＰ波干涉模型，揭示了双缝结构中传导的ＳＰＰ波耦

合作用的物理本质，并进一步解释了对称和反对称ＳＰＰ耦合模式形成的原因．最后，研究了狭缝长度、狭缝数

目和入射角度对非对称金属纳米狭缝结构阵列透射谱的影响．

１　模拟方法

　　图１为非对称纳米金属双缝结构示意图，在厚

度为Ｌ 的金属 薄 膜 上 刻 有 宽 度 分 别 为ｗ１和ｗ２双

缝，双缝间隔层厚度为ｄ，双缝内以及双缝结构周围

的填充介质为空气．采用二维ＦＤＴＤ对双缝结构的

传输特性进行 研 究．为 避 免 光 波 在 计 算 区 域 边 界 上

反射，其四周设置为各向异性完全匹配层．计算区域

大小为１μｍ×２μｍ，网格大小为２．５ｎｍ．在计算双

缝结构的透射谱时，入射光源采用横磁偏振的正弦

调制的高斯脉冲平面波，并从双缝结构的下表面照

射．为减小金属表面倏逝波影响，时域电磁场数值的

线探 测 器 设 置 在 距 离 双 缝 结 构 的 出 射 面ｓ＝１μｍ

图１　非对称纳米金属双缝结构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ａｎ　ｔｗｏ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ｍｅｔａｌｌｉｃ
ｎａｎｏｓｌｉｔ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ｉｄｔｈ

处．通过线探测器记录整个时间步数上的电磁场数值，利用离散傅里叶变换可计算获得双缝结构的透射谱，

２－５００４２３０



赵波，等：基于表面等离激元交叉耦合作用的纳米金属双缝异常透射现象

透射谱的波长范围为５００～２　０００ｎｍ．当计算双缝结构在特定波长处的电磁场空间分布图时，光源改用单色

正（余）弦波平 面 波．金 属 材 料 选 取 银，其 介 电 常 数 与 入 射 波 长 的 色 散 关 系 由 Ｄｒｕｄｅ模 型ε（ω）＝ε!－ω２ｐ／
（ω２＋ｊωγ）来表述，其中ω为入射光波频率，ε∞ 代表入射波频率为无穷大时的金属介电常数，ωｐ为等离子体

共振频率，γ为电子 碰 撞 频 率．通 过 拟 合 文 献［１８］中 实 验 数 据 得 到ε∞＝３．７，ωｐ＝１．３６７３×１０１６　ｒａｄ／ｓ和γ "
#$%&#’×１０１６　ｒａｄ／ｓ．定义双缝结构归一化的透射谱为

Ｔ＝∫ＳＴｄｌ

∫ＳＩｄｌ
（１）

式中，ＳＴ（ＳＩ）为透射（入射）波的能流密度，定义为Ｓ＝Ｒ　Ｅ×Ｈ＊［ ］／２μ０．

２　结果与讨论

　　利用ＦＤＴＤ仿 真 获 得 平 面 波 垂 直 照 射 下 非 对

称纳米金属双缝结构在不同隔层厚度情况下的透射

谱，如图２．其中，ｗｓ为单个金属狭缝的透射谱，模拟

时 采 用 的 结 构 参 数 为：ｗ１＝２０ｎｍ，ｗ２＝４０ｎｍ，

Ｌ＝３５０ｎｍ．由 图 可 知，在 薄 隔 层 厚 度ｄ 在６０～
１００ｎｍ范围内，该双缝结构透射谱形状几乎保持不

变，且在近红外波段出现一个对称分布的类马鞍状

包络，其中包含两个透射峰和一个夹在两峰之间的

透射凹陷．对比单缝情况，双缝结构的两个透射峰分

别 对 应 各 单 缝 的 透 射 共 振 峰，但 位 置 波 长λ＝
１　２４５ｎｍ和１　５２０ｎｍ相 对 于 单 缝 共 振 波 长λｓ＝
１　２６０ｎｍ和１　４８０ｎｍ分别发生了微小蓝移和红移．
由 此可推断，双缝结构在透射峰处传输特性仍由各

图２　双缝结构在不同金属隔层下的透射谱

Ｆｉｇ．２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ｏ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ｍｅｔａｌｌｉｃ　ｎａｎｏｓｌｉｔｓ　ｖｅｒｓｕｓ　ｔｈｅ　ｍｅｔａｌｌｉｃ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缝腔内法布里－珀罗（Ｆａｂｒｙ－Ｐｅｒｏｔ，Ｆ－Ｐ）共振效应主导［１９］．值得注意的是，在波长λ＝１　３７５ｎｍ处透射凹陷透

射率几乎为零，且均远小于两个单缝在该波长处的透射率．由此可见，双缝结构的透射谱并非是两个单缝透

射谱的简单线性叠加．继续增加隔层厚度，透射凹陷逐渐变浅直至消失．这种依赖间隔厚度变化的透射谱特

性表明在薄隔层厚度下双缝中传导ＳＰＰ波的电磁场通过渗透中间隔层发生交叉耦合现象．该耦合现象会对

双缝结构中光波传输过程进行调控，在特定波长处诱导新的ＳＰＰ波耦合模式，产生透射抑制现象，同时引起

透射峰位置的微小移动．
当入射波长移至可见光波段时，双缝结构的透射谱在对应各单缝更高阶数的Ｆ－Ｐ共振波长位置处再次

出现对称分布的类马鞍状包络，但其透射峰的传输效率降低４倍左右，这与不同波长光波在单缝入口处的

ＳＰＰ激发效率不同有关［２０］．此外，通过数值模拟发现，这种类马鞍状透射谱特性要求双缝的透射峰波长位置

间隔一定的距离，当两个透射峰波长相互靠近时，透射凹陷将逐渐变浅直至消失．结果表明双缝结构的双缝

传输和透射抑制现象要求参与耦合作用的ＳＰＰ的波矢量（有效波长）存在一定的差别．
为研究薄隔层厚度下双缝结构中传导的ＳＰＰ波之间耦合作用的物理机制，图３给出双缝结构在近红外

波段透射凹陷λ＝１　３７５ｎｍ和长波透射峰λ＝１　５２０ｎｍ处磁场Ｈｙ空间分布．由图可知，在透射凹陷处，双缝

中磁场Ｈｙ形成一阶波导耦合模式，其幅值相同但符号相反，为反相组合模式，即反对称的ＳＰＰ耦合模式；而
在透射峰值处，双缝中磁场Ｈｙ形成由窄缝共振波导模式主导且幅值相差悬殊的一阶耦合波导模式，其符号

相同，为同相组合，即形成对称ＳＰＰ耦合模式．此外，在短波透射峰λ＝１　２４５ｎｍ处，双缝结构中形成与长波

透射峰类似的对称ＳＰＰ耦合模式，但以宽缝的共振波导模式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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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非对称金属纳米双缝结构在透射极值处的磁场空间分布

Ｆｉｇ．３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ｙ－ｆｉｅｌ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ｗｏ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ｍｅｔａｌｌｉｃ　ｎａｎｏｓｌｉｔｓ　ａｔ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ｅｘｔｒｅｍｕｍｓ

为了全面地了解双缝结构中形成的对称和反对称ＳＰＰ耦合模式，图４给出在两种模式下双缝结构的横

向平分截面上电磁场Ｈｙ、Ｅｘ和Ｅｚ的分布曲线．结果与文献［２１］描绘的对称和反对称模式的电磁场分布情

况一致．由图可知，在两种ＳＰＰ耦合模式下，金属隔层中的电场Ｅｚ和磁场Ｈｙ均连续分布，表明双缝中传导的

ＳＰＰ波的电磁场渗入隔层材料内相互叠加，形成相互关联的ＳＰＰ耦合波导模式，即对称和反对称ＳＰＰ耦合

模式．在反对称ＳＰＰ耦合模式下，双缝中形成的强度相同符号相反的波导模式在透射区辐射的电磁波相互抵

消，造成透射抑制现象．而在对称ＳＰＰ模式下，双缝在透射区辐射的同相位电磁波相干相长，但由于幅值相差

悬殊，仅造成微弱的增强现象．同理，在可见光波段，双缝结构在两个单缝的二阶Ｆ－Ｐ腔共振波长位置处会形

成二阶的反对称和对称ＳＰＰ耦合模式，造成透射抑制现象和双透射峰传输特性，形成类马鞍状包络．综上所

述，双缝结构对入射光的传输效率取决于双缝中ＳＰＰ波渗透进入金属隔层内发生交叉耦合作用形成的ＳＰＰ
耦合模式．

图４　双缝结构的横向平分线上电磁场分量的分布曲线（垂直虚线标定狭缝边界）
Ｆｉｇ．４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ｆｉｅｌｄ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ｍｉｄ－ｔｒａｎｓｖｅｒｓｅ　ｐｌａ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ｏ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ｍｅｔａｌｌｉｃ　ｎａｎｏｓｌｉｔｓ（ｔｈｅ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ｄａｓｈ　ｌｉｎｅｓ　ｍａｒｋ　ｔｈｅ　ｂｏｒｄ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ｏ　ｓｌｉｔｓ）

从波耦合理论和光波干涉模型两个角度出发分析双缝结构中传导的ＳＰＰ波之间的耦合作用，揭示其物

理本质．考虑到光波在金属材料中具有一定的趋肤深度，在薄隔层厚度情况下，双缝中传导的ＳＰＰ波的电磁

场横向分量势必会渗入隔层材料内部相互叠加耦合．由于在宽度不同的双缝结构中传导的ＳＰＰ波矢量（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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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波长）不同，不同种类ＳＰＰ波相互耦合会形成新型ＳＰＰ耦合模式．接下来，利用麦克斯韦方程和连续性边

界条件从波导耦合角度推导双缝结构中传导的ＳＰＰ波耦合的色散关系．
以双狭缝结构入射面上金属隔层的中点为坐标原点，建立二维的直角坐标系．ＳＰＰ波的磁场Ｈｙ的复振

幅在各个区间分布为［２　２］

Ｈｙ＝

Ａ０ｅｐ（ｘ＋ｗ１＋ｄ／２） ｘ＜－ｗ１／２－ｄ／２
Ｂ０ｅ－ｋ（ｘ＋ｗ１＋ｄ／２）＋Ｃ０ｅｋ（ｘ＋ｄ／２） －ｗ１／２－ｄ／２＜ｘ＜－ｄ／２
Ｄ０ｅ－ｐ（ｘ＋ｄ／２）＋Ｅ０ｅｐ（ｘ－ｄ／２） －ｄ／２＜ｘ＜ｄ／２
Ｆ０ｅ－ｋ（ｘ－ｄ／２）＋Ｇ０ｅｋ（ｘ－ｗ２－ｄ／２） ｄ／２＜ｘ＜ｄ／２＋ｗ２／２

Ｈ０ｅ－ｐ（ｘ－ｗ２－ｄ／２） ｘ＞ｄ／２＋ｗ２／２

烅

烄

烆

（２）

式中，ｋ＝ ｋ２０－ω２εｄ／ｃ槡 ２ 和ｐ＝ ｋ２０－ω２εｍ／ｃ槡 ２ 分别表示光波在介质和金属材料中的横向（沿ｘ轴方向）传播

常数，ｋ０为光波在自由空间的传播常数．Ａ０、Ｂ０、Ｃ０、Ｄ０、Ｅ０、Ｆ０、Ｇ０和 Ｈ０分 别 表 示 磁 场 在 不 同 界 面 处 的 振

幅．由连续性边界条件得

Ａ０＝Ｂ０＋Ｃ０ｅ－ｋｗ１

Ｂ０ｅ－ｋｗ１ ＋Ｃ０＝Ｄ０＋Ｅ０ｅ－ｐｄ

Ｄ０ｅ－ｐｄ＋Ｅ０＝Ｆ０＋Ｇ０ｅ－ｋｗ２

Ｆ０ｅ－ｋｗ２ ＋Ｇ０＝Ｈ０

烅

烄

烆

（３）

同理，结合电场在各区域复振幅分布和连续性边界条件可得到关于电场横向分量Ｅｚ相关方程组．联立

两个方程组可得在薄隔层厚度下双缝结构中传导ＳＰＰ波的色散关系为

１－ｒ
１＋ｒ（ ）４－ｃ １－ｒ１＋ｒ（ ）２＋ｅ－２ｋｗ１ｅ－２ｋｗ２ ＝０ （４）

式中，ｒ＝（ｐ／εｍ）／（ｋ／εｄ），ｃ＝ｅ－２ｋｄ　ｗ１ ＋ｅ－２ｋｄ　ｗ２ ＋ｅ－２ｋｍｄ（１－ｅ－２ｋｄ　ｗ１）（１－ｅ－２ｋｄ　ｗ２）
简化式（４），得到两个独立的色散关系方程

Ｌ±＝
１－ｒ
１＋ｒ±

ｃ－（ｃ２－４ｅ－２ｋｗ１ｅ－２ｋｗ２）１／２

２［ ］１／２＝０ （５）

式中，Ｌ－ 和Ｌ＋ 分别对应反对称和对称的ＳＰＰ耦合模式．由式（５）可知，双缝结构中形成的ＳＰＰ耦合模式与

缝宽 密 切 相 关．设 其 中 一 个 缝 的 宽 度 为 零，则 该 色 散 关 系 退 化 为 单 缝 传 导ＳＰＰ波 矢 量 与 缝 宽 的 色 散 关

系［２３］．色散关系的推导过程为非对称双缝结构中形成对称和反对称ＳＰＰ杂化耦合模式提供了理论依据．在

ｚ轴方向上，狭缝长度利用Ｆ－Ｐ腔对ＳＰＰ耦合模式进行选择，在透射双峰中间的入射光波在双缝结构中形

成反对称ＳＰＰ耦合模式，在其它波长位置处形成对称ＳＰＰ耦合模式．
从经典的干涉理论上讲，在薄隔层厚度情况下，双缝结构中传导ＳＰＰ波模式通过横向电场分量Ｅｚ渗透

到隔层材料内部产生交叉的场干涉作用．该干涉作用会对双缝结构中初始ＳＰＰ波模式的空间分布进行调制，
调制后的ＳＰＰ波模式处于非稳态，其在狭缝Ｆ－Ｐ腔作用下自我调节重新分布，更新后的ＳＰＰ波模式将继续

渗透隔层材料发生干涉作用．上述物理过程循环往复直至双缝结构中形成稳定的ＳＰＰ波耦合模式．在干涉作

用下，双缝结构中ＳＰＰ波的电场横向分量Ｅｚ的幅值和相位分别为

Ｅ２ｚ，ｉ＝Ｅ２ｚ０，ｉ＋Ｅ２ｚ０，ｊｅｘｐ －２αｄ（ ）＋２Ｅｚ０，ｉＥｚ０，ｊｅｘｐ －αｄ（ ）ｃｏｓ Δφ０－ｋ
ｓｐｐ
ｊ ｄ（ ） （６）

Δψｉ＝ａｒｃｔｇ
ｓｉｎ Δφ０＋ｋ

ｓｐｐ
ｊ ｄ（ ）

Ｅｚ０，ｉ／Ｅｚ０，ｊｅｘｐ －αｄ（ ）＋ｃｏｓ Δφ０＋ｋ
ｓｐｐ
ｊ ｄ（ ）

（７）

其中，下标ｉ，ｊ用于标记狭缝，α表示电磁波在金属材料中的吸收系数，Ｅｚ０，ｉ和Ｅｚ０，ｊ分别表示干涉前双缝中

电场Ｅｚ振幅，Δφ０＝φｊ－φｉ 为双缝中电场Ｅｚ干涉前的初始相位差，ｋｓｐｐｊ ｄ为电场Ｅｚ渗透隔层过程中积累的

相位延迟．
由式（６）～（７）可知，双缝结构中ＳＰＰ波在干涉前初始相位差决定发生干涉的类型以及各缝中电场分量

Ｅｚ相位变化量．图５为双缝结构中ＳＰＰ波的电场分量Ｅｚ的相位差在干涉前后随波长的变化曲线．在近红外

λ＝１　２６０～１　４８０ｎｍ波段，双缝中电场Ｅｚ的初始相位差小于０．５π，导致其干涉相长，同时引起相位差减小．
最终，双 缝 中 电 场Ｅｚ位 相 差 在 干 涉 作 用 下 减 小 至 零．由 于 电 场Ｅｚ相 位 超 前 磁 场Ｈｙ相 位０．５π，双 缝 中 磁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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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ｙ相位差相对 于 电 场Ｅｚ相 位 差 产 生 (相 移．因 此，
双缝结构中形成反对称ＳＰＰ耦合模式，从而抑制光

波的传输，造成透射光谱中的透射凹陷现象．同理，
在可见光λ＝６８０～７２０ｎｍ 波 段，在 双 缝 结 构 中 传

导的ＳＰＰ波在电场分量Ｅｚ干涉作用下形成二阶的

反对称ＳＰＰ波 导 模 式，造 成 透 射 抑 制 现 象．而 在 其

它波长处，双缝结构中电场Ｅｚ在耦合前的初始相位

差大于０．５π，致 使 它 们 干 涉 相 消，导 致 其 位 相 差 增

加到π．相应地，双 缝 结 构 中 磁 场 Ｈｙ的 位 相 差 则 从

０．５π ) 减小至０，形成对称ＳＰＰ耦合模式．由此可见，
双缝结构中形成的反对称（对称）耦合模式是由其传

导的ＳＰＰ波的电场横向分量Ｅｚ渗入隔层材料内干

涉 相长（相消）所导致．此外，由式（７）可知，双缝间的

图５　非对称纳米金属双缝结构中电场Ｅｚ相位差

随波长的变化曲线

Ｆｉｇ．５　Ｐｈａｓ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Ｅｚ－ｆｉｌｅ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ｍｅｔａｌｌｉｃ　ｎａｎｏｓｌｉｔｓ　ａｓ　ａ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ｖｅｌｅｎｇｔｈ

干涉作用会对各缝中传导的ＳＰＰ的位相进行调制，从而引起ＳＰＰ波矢量的变化，最终导致双缝结构透射峰

的波长相对于单缝情况发生了红移和蓝移现象．由理论分析可知，在双缝结构透射谱的透射双峰是由各缝的

Ｆ－Ｐ腔共振效应引起的，其波长近似满足ｍλ０／２ｎｅｆｆ＝Ｌ（ｍ 为不为零的正数）．因此，透射双峰的波长正比于

狭缝长度，而透射凹陷夹在双峰中间，其波长也必然正比于狭缝长度．图６（ａ）为利用ＦＤＴＤ模拟获得双缝结

构在不同狭缝长度下的透射光谱，其它结构参数为：ｗ１＝２０ｎｍ，ｗ２＝４０ｎｍ，ｄ＝１００ｎｍ．随狭缝长度增加，

双透射峰和凹陷位置的波长发生线性红移现象，与理论分析结果一致．表明双缝结构透射谱中透射极值的波

长主要取决于狭缝长度．此外，随狭缝长度的减小，双缝结构在两个共振透射峰处传输效率以及在透射凹陷

处抑制效果逐渐降低，导致透射凹陷的对比度降低．该现象与不同波长入射光在狭缝口激发ＳＰＰ波的效率不

同有关［２０，２４］．

图６　非对称纳米金属双缝结构在不同结构参数下的透射谱

Ｆｉｇ．６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ｏ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ｍｅｔａｌｌｉｃ　ｎａｎｏｓｌｉｔｓ　ｖｅｒｓｕ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图６（ｂ）给出狭缝数目从ｎ＝２增至无穷大（周期性结构）时双缝结构的透射谱的变化情况，其中宽、窄缝

依次排列，其它结构参数为：ｗ１＝２０ｎｍ，ｗ２＝４０ｎｍ，ｄ＝１００ｎｍ，Ｌ＝３５０ｎｍ．狭缝数目增多会引起总的通

光效率的增大，但并不影响各缝中Ｆ－Ｐ腔共振效应以及相邻狭缝之间的ＳＰＰ波交叉耦合作用．因此，随狭缝

数目的增多，双缝结构在透射峰值处的透射率增加，但其透射谱的轮廓以及透射极值的波长并未发生变化，
如图６（ｂ）．当狭缝个数增加至无穷大（即周期性结构时）时，狭缝的占空比达到最大，双缝结构在透射峰处的

通光效率达到最大，且透射凹陷对入射光的抑制作用最强，其透射凹陷的对比度达到最大．此外，周期结构的

倒格矢提供一个额外矢量ｋＲ＝２π／ｐ，正好补偿了可见光波段透射峰处入射光波波矢ｋ０与ＳＰＰ波波矢ｋｓｐ之

间的差值，提高了入射光波与ＳＰＰ波之间的转化效率，导致周期双缝结构在可见光波段的透射双峰传输效

率得到显著的提升，几乎与近红外波段双峰传输效率相同．
图７为在不同入射角度下非对称纳米金属双缝结构的透射谱，其结构参数为：ｗ１＝２０ｎｍ，ｗ２＝４０ｎ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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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１００ｎｍ，Ｌ＝３５０ｎｍ．由图可知，在入射角度θ＝－６０°～６０°范围内，双缝结构的透射谱的轮廓以及透射极

值波长始终保持不变，但在近红外波段的双峰的透射效率随入射角度增加显著减小，而可见光波段的双峰透

射率则有增有减，变化不大．已有文献研究表明：当狭缝宽度远小于入射波长时，即ｗλ* +狭缝内的Ｆ－Ｐ腔

共振效应不受入射角度变化的影响［２５］；另一方面，由于双缝结构的金属间隔远比入射波长小，也即ｄλ*，

斜入射的平面波在其入射面上所引入的位相差Δφ＝φＲ－φＬ＝
２π
λ０
ｄｓｉｎθ可忽略不计．因此，双缝结构透射光

谱的轮廓以及透射极值的波长不受入射角度的影响．但入射角度的改变会影响双缝结构入射口处ＳＰＰ波的

转化效率，从而引起其透射峰的传输效率的变化．

图７　非对称纳米金属双缝结构在不同入射角度下的透射谱

Ｆｉｇ．７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ｄｏｕｂｌｅ　ｍｅｔａｌｌｉｃ　ｎａｎｏｓｌｉｔｓ　ａｓ　ａ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ｔ　ａｎｇｌｅ

３　结论

利用ＦＤＴＤ对薄隔层的非对称纳米金属双缝结构对光波的传输特性展开理论研究，发现其透射谱在近

红外和可见光波段均出现类马鞍状包络，其含两个透射峰和一个透射率为零凹陷．由电磁场分布情况可知，
透射峰／凹陷与双缝结构中形成的对称／反对称ＳＰＰ耦合模式密切相关．理论分析结果表明对称／反对称ＳＰＰ
耦合模式是双缝中传导的不同波矢的ＳＰＰ波渗透隔层材料相互耦合的结果，从波导耦合理论出发推得双缝

结构中ＳＰＰ波耦合的色散关系．另一方面，从干涉角度出发提出干涉模型进一步揭示双缝结构中ＳＰＰ波耦

合的物理本质，即ＳＰＰ波横向电场分量Ｅｚ渗入到隔层材料内相互干涉叠加，且双缝结构中ＳＰＰ波初始位相

差决定最终形成的ＳＰＰ波耦合类型．模拟结果表明双缝结构透射谱中透射极值（峰值和凹陷）波长位置取决

于狭缝长度，而狭缝数目和入射光的角度会影响透射双峰的传输效率．在ＳＰＰ交叉耦合作用下，非对称纳米

金属双缝结构对特定波长处具有透射抑制效果，且在其透射双峰处对入射光波具有空间色散特性．本文研究

结果可为开发设计等离子体过滤器、光学路由器和光子耦合器等新型光学器件等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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