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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０卷　第２期
２０１６年３月

激　　光　　技　　术
ＬＡＳＥＲ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４０，Ｎｏ．２
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６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３８０６（２０１６）０２０２０９０４

基于 ＳＰＲ增强的开放式悬挂芯光纤集成芯片

谭绪祥１，２，王冠军１，２，王志斌１，２

（１．中北大学 仪器科学与动态测试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太原 ０３００５１；２．中北大学 电子测试技术重点实验室，太原 ０３００５１）

摘要：为了有效提升光纤表面等离子体共振（ＳＰＲ）传感器场增强效果的响应速度和场增强特性，采用悬挂芯光纤
结合表面等离子体共振增强检测机理来提高表面场增强程度，提出了一种新型的光纤ＳＰＲ表面场增强芯片结构。采用
有限元理论分析了上述结构的光场特性，由分析可知，当薄膜层在４０ｎｍ～５０ｎｍ附近时存在比较强的场增强；场增强程
度与激发ＳＰＲ共振波长密切相关；而缩小包层厚度、降低纤芯折射率对比度也有利于大幅度增加场增强强度，但半径和
包层厚度变化对穿透深度几乎没有影响。结果表明，优化后的光纤芯片具有较高的场增强效果。该研究为高灵敏、快速

流体检测应用提供了一种解决思路。

关键词：光纤光学；表面等离子体共振；开放式悬挂芯光纤；光纤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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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表面等离子体共振（ｓｕｒｆａｃｅｐｌａｓｍａ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
ＳＰＲ）是由入射光波和金属导体表面的自由电子相互
作用而产生，金属薄膜表面可产生显著的局域场增

强［１２］，此方面的研究有望发展为具有超高检测灵敏度

的新型表面等离子体和表面增强光谱传感系统。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初出现了光纤式 ＳＰＲ传感器［３］。与棱镜

ＳＰＲ传感器相比，它的体积小、灵敏度高、成本低。目
前存在的 ＳＰＲ检测所使用的光纤类型覆盖锥形光
纤［４］、Ｄ型光纤［５］、光子带隙型微结构光纤［６］和全反

射型微结构光纤［６］等。

但是，直到近几年光纤 ＳＰＲ现象的高密度场增强
特性才得以被人们充分重视，并开始研究和传统的荧

光或Ｒａｍａｎ光谱相结合以实现超高灵敏度荧光技术
（ｓｕｒｆａｃｅ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ＳＥＦ）及 Ｒａｍａｎ技术。
特别是基于壳层隔绝纳米粒子增强喇曼光谱效应比传

统Ｒａｍａｎ光谱强 １０６量级的表面增强 Ｒａｍａｎ散射
（ｓｕｒｆａｃｅ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Ｒａｍａｎｓｃａｔｔｅｒｉｎｇ，ＳＥＲＳ）技术的出
现［７］，使得人们又憧憬把光纤 ＳＰＲ增强和 ＳＨＩＮＥＲ增
强两种增强机制结合起来开发更加灵敏的检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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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现有光纤ＳＰＲ系统大都基于锥形、侧面部分抛光
型单模／多模光纤或常规气孔闭合式微结构光纤，存在
不同程度的结构脆弱或响应速度过慢问题。通过扩大

气孔尺寸来加大流体传输和缩短扩散时间的改善效果

十分有限［８９］。为提高光纤 ＳＰＲ流体传感器的响应时
间，目前已出现一些新型结构的开放式 ＳＰＲ光纤［１０］。

也有利用Ｄ型微结构光纤进行ＳＰＲ实验的报道［１１］。但

就如何在光纤结构稳定性和ＳＰＲ特性之间寻求平衡仍
是个需要考虑的问题。基于开放式悬挂芯光纤的表面

等离子体共振增强流体传感器件十分少见。

基于上述分析，针对场增强检测方式，本文中提出

了一种悬挂芯光纤ＳＰＲ表面场增强芯片结构：利用光
场激发表面等离子共振效应来获得高灵敏检测流体和

传感区域表面场增强效果；同时也提出利用开放悬挂

芯光纤集成微流控芯片结构方式来实现芯片集成与快

速检测。在上述基础上，本文中对芯片性能进行了分

析和结构优化。分析结果表明，该光纤芯片具有较高

的场增强效果。研究结果为光纤芯片的实现提供了比

较可行的解决思路。

１　芯片结构

图１是作者提出的光纤芯片结构示意图。其由微
流控芯片、嵌入微流控芯片的开放式悬挂芯光纤及镀

在开放式悬挂芯光纤开放气孔区域表面的金属薄膜层

构成。开放式悬挂芯光纤由纤芯、悬臂、开放气孔、闭

合气孔、包层组成。光纤纤芯区域处于３个悬臂交汇
区域，由掺锗二氧化硅材料和二氧化硅材料共同组成。

此情况下易于控制光纤模场特性，实现基模传输。光

纤部分包层可以通过改进拉制工艺或者用离子束聚焦

照射或者剖光等方法移去，形成开放式气孔结构。而

　　

Ｆｉｇ１　Ｓｋｅｔｃｈｕｐ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ｓｕｓｐｅｎｄｅｄｃｏｒｅｆｉｂｅｒｃｈｉｐ
ａ—３Ｄｆｉｂｅｒｃｈｉｐ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ｂ—３Ｄｏｐｅｎｅｄｓｕｓｐｅｎｄｅｄｃｏｒｅｆｉｂｅｒ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
ｔｉｏｎ　ｃ—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ｕｓｐｅｎｄｅｄｃｏｒｅｆｉｂｅｒ

且该开放部分气孔底部镀一层厚度在几十纳米量级的

金属薄膜层，可以激发金属薄膜层产生表面等离子体

共振效应。所述开放式悬挂芯光纤集成流道尺寸与光

纤尺寸相当，便于集成。传感区域上侧设置一可以嵌

入芯片的微纳光信号接收探头用以高灵敏度接收产生

的Ｒａｍａｎ／荧光信号。
在分析过程中，假设流道区域填充了折射率为 ｎ

的待测流体。镀金膜层厚度为ｔＡｕ。纤芯半径、掺锗二
氧化硅材料悬臂厚度、二氧化硅材料厚度分别设为Ｒ，
ｔＧｅ和ｔＳｉＯ２。在仿真中，金薄膜层的介电参量源自Ｄｒｕｄｅ
模型［１２］，二氧化硅材料的折射率取自 Ｓｅｌｌｍｅｉｅｒ方
程［１３１５］。掺锗二氧化硅材料和二氧化硅材料的折射

率差设为 Δ＝（ｎＧｅ－ｎＳｉＯ２）／ｎＳｉＯ２，其中，ｎＧｅ和 ｎＳｉＯ２表示
掺锗二氧化硅和二氧化硅材料的折射率。光纤模场特

性和有效折射率通过有限元法和 ＣＯＭＳＯＬｍｕｌｔｉｐｈｙｓ
ｉｃｓ软件得到［１６］。激发光源波长 λ在５００ｎｍ～７５０ｎｍ
之间。

图２是ＴＭ方向的基模模式场分布。可以看出，
由于表面等离子体共振效应的存在，使得光场除了在

纤芯分布外，在镀膜金属层表面存在一较强的场分布。

图３中则进一步分析了光场在 ｙ截面（ｘ＝０）的场分
布，可以看出，该表面场增强在金属层表面强度最强，

随后其分布随距离金属层表面的间隔呈指数下降状

态。从金属表面到场强缩小至 ｅ－１时的距离可以定义
为穿透深度［１３１４］。在此类系统中，场增强和穿透深度

是影响ＳＰＲ表面场增强芯片的主要因素。

Ｆｉｇ２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ｍｏｄ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Ｍ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ｉｇ３　Ｓｕｒｆａｃｅ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ｗｉｔｈｔｈｅ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ｏｎｄｅｐｔｈ

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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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０卷　第２期 谭绪祥　基于ＳＰＲ增强的开放式悬挂芯光纤集成芯片 　

２　结果及分析

光纤表面等离子体效应一方面会影响到基模传输

的损耗特性，实现高灵敏传感，另一方面也会在传感区

域表面产生明显的场增强。此类剧烈的场增强效应将

有助于极大地增加 Ｒａｍａｎ／荧光信号的强度。本文中
从场增强与光纤参量入手，对影响此类光纤芯片表面

场增强的因素进行分析。

首先分析了场增强程度与光源波长的关系，如图

４所示。可以看出，存在一较佳的激发波长，使得场增
强程度最佳。而且该波长与 ＳＰＲ谱中衰减峰一致。
可见场增强程度与激发 ＳＰＲ共振波长密切相关。偏
离中心波长则相应的场增强程度会有急剧降低，当光

源波长在６００ｎｍ时（偏离中心波长５０ｎｍ），场增强程
度约为最佳波长的２４％。

Ｆｉｇ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ａｍｏｎｇｓｕｒｆａｃｅ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ｉｎｇａｎｄｗａｖｅｌｅｎｇｔｈ

同时，也分析了改变 Ａｕ薄膜厚度与场增强的关
系，从图５可以看出，当薄膜层在４０ｎｍ～５０ｎｍ附近时
存在比较强的场增强。过厚金属层相应的场增强程度

会有适度的降低。具体原因有可能与过厚的金属层厚

度不利于激发表面等离子体效应和场能量穿透金属膜

层有关。

Ｆｉｇ５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ＳＰＲｓｕｒｆａｃｅ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ｅｎ
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ｃｈｉｐａｎｄＡｕｆｉｌｍ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从图６可以看出，缩小纤芯半径将有助于增强表
面等离子体效应，提高表面等离子体波在金属表面的

峰值强度。当光纤半径从１２００ｎｍ缩小至８００ｎｍ时，
相应的场增强程度可以增加１倍以上，这将有利于增
强所产生的Ｒａｍａｎ信号强度。从图７ａ、图８ａ中也可

　　

Ｆｉｇ６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ｏｆ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ＳＰＲｓｕｒｆａｃｅ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ｅｎ
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ｃｈｉｐａｎｄｆｉｂｅｒｃｏｒｅｒａｄｉｕｓ
ａ—ｓｕｒｆａｃｅ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ｂ—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ｏｎｄｅｐｔｈ

Ｆｉｇ７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ＳＰＲｓｕｒｆａｃｅ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ｅｎ
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ｃｈｉｐａｎｄｃｌａｄｄｉｎｇ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ａ—ｓｕｒｆａｃｅ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ｂ—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ｏｎｄｅｐｔｈ

以看出，缩小包层厚度、降低纤芯折射率对比度也有利

于大幅度增加场增强强度。但如图７ｂ、图８ｂ所示，纤
芯半径和包层厚度变化对穿透深度影响几乎没有影

响。图８则显示，降低纤芯折射率对比度有利于大幅
度增加场增强强度。

另外，作者也分析了产生的场增强程度与流体折

射率范围的关系。从图９可以看出，待测流体样品折
射率也密切关系着产生的场增强程度。分析原因可能

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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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　　光　　技　　术 ２０１６年３月

　　

Ｆｉｇ８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ＳＰＲｓｕｒｆａｃｅ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ｅｎ
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ｃｈｉｐａｎｄｃｏｒｅ／ｃｌａｄｄｉｎｇｉｎｄｅｘ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ａ—ｓｕｒｆａｃｅ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ｂ—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ｏｎｄｅｐｔｈ

Ｆｉｇ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ｕｒｆａｃｅ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ｆｉｌｌｅｄ
ｆｌｕｉｄｉｃｉｎｄｅｘ

是流体折射率过低，基模模式能量更多地束缚在纤芯

区域，不利于激发表面等离子体波。增加流体折射率

有助于增强光纤产生ＳＰＲ的程度和场增强度程度。
为了最大程度激发表面等离子体效应和提高表面

场增强，需要从缩小纤芯半径、包层金属厚度、包层厚

度和选择共振波长入手。虽然代价是光纤芯片在传感

区域的损耗程度也急剧增加，但在采用 ＳＰＲ表面场增
强检测模式下，Ｒａｍａｎ信号可以采用微纳透镜结构从
光纤侧面收集，而无需考虑光源过传感区域的衰减程

度。

３　结　论

提出一种新型的光纤ＳＰＲ表面场增强芯片结构，
并采用悬挂芯光纤结合表面等离子体共振增强检测机

理来提高表面场增强程度。理论分析认为，在此类芯

片结构中，当薄膜层在４０ｎｍ～５０ｎｍ附近时存在比较

强的场增强；场增强程度与激发 ＳＰＲ共振波长密切相
关；而缩小包层厚度、降低纤芯折射率对比度也有利于

大幅度增加场增强强度，但半径和包层厚度变化对穿

透深度几乎没有影响。分析结果表明，该类光纤芯片

具有较高的场增强效果，具体的增强程度取决于光纤

参量、镀膜厚度、传输波长和流体折射率。研究结果为

高灵敏、快速流体检应用测提供了一种解决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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