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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研究揭示液态隐身衣并非遥不可及
  文章来源：科学时报 记者 黄辛 发布时间：2010-02-03 【字号： 小  中  大 】 

自2006年起，哈利·波特的“隐身衣”就不再仅仅是电影中演绎的神话了。2006年，Leonhardt和Pendry等人在

美国《科学》杂志上分别独立提出实现“隐身衣”的物理机理，这类“隐身衣”可以使光绕过物体，从而使物体看

起来似乎不存在，即实现了“隐身”。 

2009年12月30日，国际学术期刊《物理评论快报》接收了复旦大学物理系和表面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黄吉

平及其合作者完成的一篇关于铁磁流体中光学负折射现象的论文，该论文中报道的体系及其独特的物理现象使得设

计新颖的液态“隐身衣”成为可能。这篇论文在国际上受到广泛关注：1月8日，国际学术期刊《新科学家》（New 

Scientist）以《如何制备液态隐身衣》为题对此项工作进行了详细报道；1月14日，另一国际学术期刊《科学新闻

也为这项成果撰写了专题报道，题目是《液体光弯曲器——液体中纳米颗粒可以用于隐藏物体》。 

这项工作主要是在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由黄吉平领衔的国际团队，历时两年合作完成。 

据介绍，在外加直流磁场作用下，黄吉平及其合作者运用有限元数值模拟方法在铁磁流体中首次揭示了光学负

折射现象。该铁磁流体是由四氧化三铁颗粒外面包裹银壳层分散在水中形成。在不加外磁场的情况下，复合颗粒均

匀分散在水中。在外加直流磁场的情况下，颗粒会聚集成链或柱状结构。链/柱的长短依赖于外磁场的大小。他们揭

示的全角宽频光学负折射来源于磁场诱导的链/柱状结构，即场感应各向异性微结构。他们分别用有效媒质理论和有

限元数值模拟方法研究了铁磁流体体系的光学负折射现象，两者结果一致。 

黄吉平等人在论文中首次提出“软光学特异介质”的新物理概念。该概念的提出，使得人们多了一个自由度来

调控体系的结构，即通过调节外场来改变体系的结构，以期实时获得材料对电磁波的不同响应。设计宽频可见光波

段的“隐身衣”是这类新颖的软光学特异介质的一个直接的潜在应用。 

黄吉平告诉记者：“尽管我们的理论结果为新颖的液体‘隐身衣’的实现提供了一个比较可行的途径，但是，

离‘隐身衣’的真正实现还非常遥远，不过，这个距离并非遥不可及！要使‘隐身衣’成为现实，首当其冲需要解

决的问题有两个：第一个，我们研究过程中使用的是偏振光，实际应用时需要使用自然光；第二个，金属的光吸收

通常都太强烈，这类吸收的存在对制备具有完美隐身效果的‘隐身衣’非常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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