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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崇君教授研究组在局域表面等离子体谐振生物传感器研究中取得重要进展 

稿件来源：物理科学与工程技术学院 | 作者：物理科学与工程技术学院、光电材料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 编辑：刘嘉 | 发布日期：

2013-08-28 | 阅读次数： 

        基于局域表面等离子体谐振的生物医学传感器因其潜在的低成本和高稳定性等优点得到科学界的广泛关注，

但是其品质因子远低于基于传播的表面等离子体谐振传感器，阻碍了其在医学检测和药物筛选等领域的商业推广，

这也是科学家致力于提高局域等离子体谐振传感器品质因子的原因。近日，我校物理科学与工程技术学院、光电材

料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金崇君教授研究组在局域表面等离子体谐振传感器研究方面取得重要进展，相关成果发

表在国际著名学术刊物《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 8 (2013) 3381）。 

 
金蘑菇阵列的电镜图。上层是金蘑菇帽，蘑菇杆是电介质，生长在金薄膜孔阵中 

 

        金颗粒周期阵列被认为是提高局域表面等离子体谐振传感器的品质因子的一个重要方案，但是所得的局域等

离子体谐振传感器的品质因子却仍然只有传播的表面等离子体谐振传感器的品质因子的五分之一左右。最近，金崇

君教授研究组和香港中文大学王建方教授研究组合作，由金崇君教授的博士生沈杨发展了一种新型的设计思想，提



出利用纳米介质柱阵列把金颗粒阵列抬升，并生长在金薄膜孔阵上，使得其折射率灵敏度提高的同时也减少了其表

面等离子体谐振的线宽；同时发展了相应的制备工艺，通过两次双光束相干曝光光刻和电子束蒸发沉积，得到如上

图所示的金蘑菇阵列结构。通过光学表征，发现该结构可用于局域表面等离子体谐振传感器，其品质因子达到

108，和Kretschmann结构的基于传播表面等离子体谐振传感器的理论预测品质因子上限（108）相当。研究成果

详细解释了产生这种高品质因子的原因，是由单个金颗粒所诱导的局域表面等离子体谐振和金颗粒阵列支持的

Wood's anomaly的相互作用产生Fano 共振引起的。 

        同时，将其进一步应用到医学检测领域，比如和工学院周建华博士合作，将其应用于甲胎蛋白（肝部恶性肿

瘤早期诊断的主要标志物）的浓度测定上，其检测极限达到15 ng/ml （Nature Communications 8 (2013) 

3381），表明该金蘑菇阵列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无标记生物分子传感器，有望使得早期肿瘤标志物的快速低成本

常规检测成为可能，为局域表面等离子体谐振传感平台在生物医学检测中的推广应用，尤其是为发现早期癌变以及

其它致命性疾病提供了新的检测方法。  

        本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和光电材料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等机构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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