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美美美研研研研制出制出制出制出负负负负折射率等折射率等折射率等折射率等离离离离子子子子纳纳纳纳米天米天米天米天线线线线    

    据美国物理学家组织网近日报道，美国科学家表示，他们的实验证明，纤细的等离子体纳米天线阵列能采

用新奇的方式对光进行精确地操控，改变光的相位，创造出负折射现象，最新研究有望使科学家们研制出功能

更强大的光子计算机等新式光学设备。相关研究发表在12月22日出版的《科学》杂志上。 

    该研究的领导者、普渡大学布瑞克纳米技术研究中心纳米光子学部门主管、电子和计算机工程教授弗拉基

米尔·萨里切夫表示：“通过大大改变光的相位，我们能显著改变光的传播方式，因此，为很多潜在的应用打

开了大门。”光的相位是指光波在前进时，光子振动所呈现的交替波形变化。同一种光波通过折射率不同的物

质时，相位就会发生变化。 

    今年10月份，哈佛大学电子工程学教授费德里科·卡帕索领导的科研团队在《科学》杂志上撰文指出，

他们利用一种新技术诱导光线路径，使得沿用了多年的斯涅耳定律受到挑战。斯涅耳定律指出，当光从一种介

质进入另一种介质时，在这两种介质的交界处，相位不会突然发生变化。而哈佛大学的实验表明，通过使用一

种新型结构的“超材料”，光的相位和传播方向都会发生巨大变化。这一研究发现使在预测光线由一种介质进

入另一种介质时，其有别于经典的折射和反射定律，可以创建负折射现象，光的偏振也可以得到控制。 

    普渡大学的科研团队则更近一步，制造出了纳米天线阵列并大大改变了光波波长介于1微米（百万分之一

米）到1.9微米之间的近红外线附近光波的相位和传播方向。萨里切夫表示：“我们将哈佛大学的研究拓展到

近红外线区域，近红外线，尤其是波长为1.5微米的光线对通讯来说至关重要，通过光纤传送的信息使用的就

是这个波长，最新研究在通讯领域将非常实用。我们也证明，这并非单频效应，适用于很多波段，因此，可广

泛应用于很多技术领域。” 

    这种纳米天线是蚀刻在一层硅上方的金做成的V型结构，它们是一种“超材料”（一般都是所谓的等离子

体结构），宽40纳米。科学家们也已证明，他们能让光通过一个宽度仅为光波波长五十分之一的超薄“等离子

体纳米天线层”。 

    科学家们解释道，每种材料都有自己的折射率，可描述光在其中的弯曲程度。包括玻璃、水、空气等在内

的所有天然材料的折射率都为正数，而新的超薄等离子体纳米天线层能导致光线大大改变其传播方向，甚至产

生负折射现象，使用传统材料则无法做到这一点。 

    这一创新有望让人们引导激光并改变激光的形状，应用于军事和通讯领域；有助于科学家们研制出使用光

处理信息的光子计算机中的纳米电路以及功能强大的新型透镜等。 

（来源：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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