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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金属型光子晶体带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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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考虑金属的色散特性,运用时域有限差分方法计算了分别由 Ag、A l两种金属构成的三

角晶格二维金属型光子晶体的带隙结构, 得出了带隙结构与填充率的关系曲线。以 Ag填充

率为 0. 6为例,三角晶格的第一带隙归一化频率的上限为 0. 90,第二带隙的范围为 1. 24~ 1. 41;

正方晶格第一带隙归一化频率的上限为 0. 70,第二带隙的范围为 0. 84~ 1. 06。研究结果表明三

角晶格金属光子晶体相对正方晶格具有更宽阔的第一带隙和中心频率更高的第二带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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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band gaps of 2-D metallic photonic cryst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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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sidered the dispers iveness o fm eta ,l the band structures o f 2-D tr iangular latticem eta llic pho ton ic crys-

ta ls is ana lyzed using the FDTD m e thod. Two kinds o f m eta:l Ag and A l are cons idered. Tak ing Ag for examp le, the

first band gapc s upper lim it frequency o f the triangular la ttice is 0. 90 and the second band gapc s bound is

1. 24~ 1. 41, w hile the first band gapcs upper lim it frequency of the square lattice is 0. 70 and the second band gapcs

bound is 0. 84~ 1. 06, when the filling facto r is 0. 6. The resea rch resu lts ind icate that the triangular la ttice has a w -i

der first band gap and a h ighe r second band gap.

Keyw ords: pho ton ic crysta;l band gap; fin ite difference tim e dom ain( FDTD ); me ta;l filling factor

1 引  言
光子晶体是一种介电常数 (或折射率 )周期性

调制的结构,其自发辐射抑制和光子局域化性质使

其可以简便而有力地限制和调控光子。Y ablono-

vitch和 John最早于 1987年分别提出了光子晶体的

概念
[ 1- 2]
。光子晶体的产生有着重大的科学意义。

目前, 光子晶体主要应用在光通讯、激光器、光子器

件等领域,现正在逐步向光计算方面发展。光子晶

体分为很多种类型,从结构上可分为一维、二维或三

维周期结构;对于构成材料来说,目前常见的是半导

体介质型, 此外还包括金属型
[ 3 ]
和金属介质混合

型。通常介质型光子晶体, 第一带隙的上部和下底

频率的电场被高度集中在介质棒和空气中。而金属

光子晶体中,电场没有被集中在金属棒,带边模将它

们的波的能量集中在空气区 (背景介质 )。金属型

光子晶体与半导体介质型相比, 有很多优良特性。

首先,对 E极化波来说, 在零频率和截止频率之间

有一个很宽的光子带隙,而半导体介质型不存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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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在微波波段, 二维金属光子晶体可用于性能优良

的滤波器、偏振器和反射器。由于金属对电磁波的

吸收非常小,接近完全反射,对电磁波的调控作用非

常强
[ 4]

, 因此金属光子晶体器件的维度尺寸要比通

常半导体介质材料光子晶体要小得多, 这在体积上

来说具有一定的优势, 更加有利于器件集成;另外,

金属光子晶体能承受更高的功率。金属层厚几百纳

米的一维金属 -介质光子晶体对可见光传输的可行

性也得到了理论和实验上的证实
[ 5]
。

关于光子晶体带隙特性的数值分析, 目前有很

多种方法,其中主要包括平面波展开法
[ 6 - 7 ]
、时域矩

阵法
[ 8]
、时域有限差分法 ( FDTD)

[ 9]
、空域有限差分

法
[ 10]
、周期矩量法 ( PMM )

[ 11- 12]
等。 FDTD方法具

有概念简单,计算和存储量较小,只与网格数目成正

比,能模拟复杂的金属和半导体介质结构等特点,在

电磁场分析和计算中得到了很广泛的应用
[ 13 ]
。这

种方法于 1966年由 Yee提出来, 1995年, C. T. Chan

等人把该方法用于计算光子晶体的能带结构
[ 14 ]

,

Sakoda等人在 2001年把 FDTD推广到金属光子晶

体
[ 15]
。目前,对金属光子晶体的研究相对较多的是

一维的
[ 16- 18]

, 二维的也基本上以正方形为晶

格
[ 19- 21 ]

。2005年,王华娟等人采用时域有限差分

方法, 研究了太赫兹波在二维正方晶格金属光子晶

体中的传播特性
[ 19]

; 2007年,杨光杰等人比较了不

同金属材料之间的带隙差异
[ 20]

; 2009年, 闫斌英等

人研究了太赫兹波段金属光子晶体的带隙及缺陷特

性
[ 21]
。这些文献对金属光子晶体的设计和制作提

供了很好的理论依据,但全部基于正方晶格。本文

应用 FDTD数值分析方法, 设计了一种三角晶格的

二维金属光子晶体。考虑金属的色散特性
[ 22]

, 结合

Ag和 A l具体的材料参数, 给出了不同填充率下的

带隙结构。计算结果表明, 三角晶格金属光子晶体

比正方晶格具有更宽阔的第一带隙和中心频率更高

的第二带隙。此类功率型金属光子晶体可用于提升

和扩展光子器件如滤波器、波导等的性能和应用

范围。

2 理论模型

由于三角晶格和正方晶格在工艺上相对容易实

现,因此本文所讨论的结构基于这两种模型。图 1

所示为三角晶格二维金属光子晶体,金属柱沿 Y轴

方向无限长, XZ平面内为具有周期性的三角晶格阵

列。金属柱截面为圆形, 直径为 R, 晶格常数为 a,

背景为空气,相对介电常数 E0 = 1。

图 1 三角晶格二维金属光子晶体

  FDTD方法从麦克斯韦方程组出发
[ 15]

:

ý @E ( r, t) = - L0
9
9t
H ( r, t) ( 1)

ý @H ( r, t) =
9
9t

{D 0 ( r, t) + Pd ( r, t) } ( 2)

式中, E ( r, t), H ( r, t)和 L0分别表示电场、磁场和自

由空间的磁导率; Pd ( r, t)表示振荡偶极距,有:

Pd ( r, t) = LD( r- r0 ) exp( - iXt ) ( 3)

式中, L和 r0分别表示偶极距的大小和位置; D是单

位冲击函数。电位移矢量 D 0 ( r, t)通常表示成电场

强度和介电响应函数 5 ( r, t)的卷积积分:

D 0 ( r, t ) = E0 Q
]

- ] dtc5 ( r, t- tc)E ( r, tc) ( 4)

式中, E0是自由空间的介电常数; 5 ( r, t )为介电响

应函数,它是介电常数的时域表达式,即频域介电常

数 E( r, X)的傅里叶逆变换:

5 ( r, t ) =
1

2PQ
]

- ] dXE( r, X) exp( - iXt ) ( 5)

5 ( r, t )在 t< 0时满足:

5 ( r, t ) = 0 ( 6)

金属的介电常量满足 D rude模型:

Em ( r, X ) = E] 1-
X

2
p

( X+ iD) (X+ iC)
( 7)

式中, E] 是在频率足够高的时候的介电常数; Xp 是

金属的等离子体频率; C是金属的弛豫率; D是一个

正的无穷小量,引入它的目的是为计算 Fourier积分

时使实轴无极点。通过式 ( 5)积分得到:

5 ( r, t ) = E] D( t) +
E] X

2

p

C
[ 1- exp( - Ct) ] H( t)

( 8)

式中, H( t)为单位阶跃函数。

FDTD方法分离麦克斯韦方程式的差分形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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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磁场边界条件满足 B loch理论
[ 23 ]

:

E ( r+ A, t) = exp( ik# A)E ( r, t) ( 12)

H ( r+ A, t) = exp( ik# A)H ( r, t) ( 13)

式中, k为第一布里渊区波矢量; A为基元点阵矢量。

3 计算结果及分析
本文所讨论的带隙,全部针对于 TM模式, 也即

电场方向平行于单个金属柱所在的方向。晶格常数

定为 1 Lm,改变金属柱直径的大小, 使填充率 R /a

从 0. 02变化到 0. 76, 分析分别由两种金属 Ag和 A l

构成的三角晶格二维光子晶体的带隙结构。Ag和

A l的介电常量有如下的 D rude模型参数
[ 24 ]

:

Ag: Xp = 2P @ 2175 TH z, C= 2P @ 4. 35 TH z

A l: Xp = 2P@ 3570 TH z, C= 2P @ 19. 4 TH z

计算结果表明,金属光子晶体对于 TM模式来说

存在一个截止频率,也就是说从零到截止频率这一个

频率段, TM模式是不能传播的, 以下简称为第一带

隙。金属光子晶体对H 极化波是透明的,不存在明显

的光子带隙
[ 21]

, 所以金属光子晶体对于 TE模式来

说,不存在这种特性。增大金属柱的直径, 第一带隙

会随着增宽,当填充率超过某一个值时,在截止频率

之上将会出现第二个光子带隙,以下简称第二带隙。

Ag和 A l构成的三角晶格二维金属光子晶体的

带隙随填充率的变化关系如图 2( a)、图 2( b)所示。

图 2 Ag和 A l构成的三角晶格二维金属光子晶体带隙结构

  图 3所示为常见的正方晶格金属光子晶体。图

4( a)、图 4( b)分别为 Ag和 A l构成的此类型光子晶

体的带隙结构图。

图 4 Ag和 A l构成的正方晶格二维金属光子晶体带隙结构

  Ag和 A l构成的光子晶体都在填充率 f为某一

值时出现第二带隙, Ag的这个值大于 A l。随着填充

率的增加,两条光子带隙都会增大,并且带隙曲线的

斜率也在变大,可以看出当填充率趋向于 1时,两条

光子带隙将合并,并且变为无限宽。这是因为 R /a

增大,相邻的金属柱子将会相互接触, 形成金属壁,

阻止所有电磁波的传播。这些计算结果与文献

[ 17]绘制的带隙曲线斜率变小, 描述的第二带隙

/在 f = 0. 6左右,三种光子晶体 ( Cu, Ag, A l)的禁带

都达到最大0, /在 f = 0. 6~ 0. 75之间禁带宽度不

变, 保持最大值 0并不一致。
  通过比较图 2和图 4, 不难发现所设计的三角

晶格二维金属光子晶体比正方晶格拥有更宽阔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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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隙和中心频率更高的第二带隙。如表 1所示,

以 A g为例,当填充率 f = 0. 6时,正方晶格的第一带

隙归一化频率的上限为 0. 70, 第二带隙的范围为

0. 84~ 1. 06,带隙结构如图 5( a)所示, 阴影部分为

禁带所在的区域。

表 1 Ag带隙结构 (填充率为 0. 6,单位 A/K)

第一带隙

频率范围

第二带隙

频率范围

第一带隙

宽度

第二带隙

宽度

正方晶格 0 ~ 0. 70 0. 84~ 1. 06 0. 70 0. 22

三角晶格 0 ~ 0. 90 1. 24~ 1. 41 0. 90 0. 17

图 5 Ag在填充率 f= 0. 6时不同晶格结构的光子带隙

  三角晶格的带隙结构如图 5( b)所示, 相对于正

方晶格而言, 第一带隙归一化频率的上限拓宽到

0. 90,第二带隙的范围提高到 1. 24~ 1. 41, 但是第二

带隙宽度减少了 0. 05。在光子晶体中,人们更感兴趣

的是缺陷的引入对电磁波传播特性的影响, 第一带隙

的展宽使得缺陷的引入更加方便,也有利于提升光子

晶体器件如波导等的传输效率。由布拉格条件可知,

光子带隙处的电磁波波长与光子晶体的晶格常数相

当,因此,要得到光子带隙在红外或可见光的光子晶

体,晶格常数应当在微米或亚微米量级。受实际可用

材料的特性和制备工艺的限制,普通光刻技术已很难

达到制备要求,目前制备难度较大,成本较高。如果

光子晶体工作在第二带隙处, 同一波长 K下, 第二带

隙归一化频率 A/K的提高,相当于光子晶体的周期 A

增大,使得光子晶体的工艺制作更加可行。

为了进一步印证计算结果的正确性,研究了电磁

波在所设计的金属光子晶体中的传播特性。仍然以

Ag材料填充率为 0. 6的正方晶格为例,在其中某一

点放置激励源,相距适中的另一点放置探测器。探测

器接收到的信号是激励源产生的电磁波通过该光子

晶体传播后得到的能量。得到探测器上的能量分布

如图 6所示,阴影部分为探测器上能量为零的波段。

图 6 能量分布图

  图 6中阴影部分分为两个区域,横坐标波长 K

的范围¹ 为 0. 948~ 1. 199 Lm和 1. 433~ ] Lm, 也

即为此光子晶体结构中不能传输的波长范围, 也就

是禁带。前文通过时域有限差分方法计算得到的禁

带归一化频率 A/K范围为 0~ 0. 70和 0. 84~ 1. 06。

由于晶格常数 A= 1 Lm, 因此禁带波长 K的范围 º

为 0. 943~ 1. 190 Lm和 1. 429~ ] Lm。比较波长

范围 ¹和 º ,两者吻合得很好。

在实际光子晶体工艺制作时, 填充率在 0. 25 ~

0. 8较合理, 这个区间 A l的光子禁带比 Ag稍宽。

由于 A l存在易氧化性,在空气中极易生成厚度为数

埃的氧化膜,电磁波在金属材料中的趋肤深度也仅

在纳米甚至到亚埃的数量级
[ 18, 22 ]

,因此这层氧化物

极易对通光特性造成影响。Ag存在材料价格较贵

的特点。因此,在实际制作金属光子晶体器件时应

综合考虑这些因素。

4 结  论

运用时域有限差分方法计算了三角晶格二维金

属光子晶体带隙结构随着填充率变化的关系曲线,

发现它比正方晶格拥有更宽阔的第一带隙和中心频

率更高的第二带隙。第一带隙的展宽使得缺陷的引

入更加方便,也有利于提升光子晶体器件如波导等

的传输效率。在同一波长 K下,第二带隙归一化频

率 A/K的提高,相当于光子晶体的周期 A增大, 使

得光子晶体的工艺制作更加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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