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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69年，美国贝尔实验室的Miller首次提出了“集成光学”的概念，从此揭开了光子器件集成化研究的
序幕。
在过去的几十年，光子集成相关理论与制备技术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本书首先介绍了光波导基础理论（见第1章）和光波导器件数值模拟方法（见第2章和第3章），然后对
各类光波导（包括最新发展的硅纳米光波导等）的基本特性以及相关制作工艺进行了介绍（见第4章
）。
光纤通信的兴起，为集成光子器件的发展提供了充分驱动力和无可比拟的契机。
经过多年的发展，人们已经研制出一系列用于光通信的高性能集成光子器件。
除了长距离光纤通信系统以外，光纤到户接人网掀起了光纤通信发展的新一轮机遇。
为此，本书在第5章重点介绍了针对光纤到户系统需求的新型集成光子器件，使读者对此新方向有所
了解。
然后本书在第6章和第7章则分别介绍了光通信系统中最具代表性的集成光子器件，包括波分复用器、
微环滤波器等。
利用微环谐振效应，还可以实现具有高灵敏度的光传感集成器件，尤其是硅纳米光波导出现以后，微
环传感器受到广泛的关注。
本书在第7章对其最新进展作了相关介绍。
正如集成电子电路的发展历程一样，光集成也正朝着更高集成度的方向发展。
所谓更高集成度，包含多层含义：①单个光器件具有更小的尺寸；②单个芯片上集成有更多的功能器
件。
为了实现更高集成度的目标，必须设计出超小尺寸的光波导结构。
基于表面等离子体波的金属光波导可突破衍射极限，为未来实现纳米光子集成提供一种新的途径。
为此，本书在第8章对最新发展的表面等离子金属光波导的原理、结构以及发展前景进行了详细的介
绍。
光子晶体波导则是另一种新型光波导，在过去的十年里也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发展。
本书在第9章也对此进行了相关介绍。
此外，硅光子学是当前集成光学的热点研究领域之一。
它将硅材料和光子学结合在一起，研究硅材料或硅基材料上实现各种光子功能器件的制作和集成，形
成了一个独特的学科研究方向。
本书在第10章着重介绍了硅光子学的最新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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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关于光子集成理论以及制备技术的专著。
全书共10章，第1章主要介绍光波导基础理论；第2、3章主要介绍光波导器件数值模拟技术；第4章主
要介绍各类光波导（包括最新发展的硅纳米光波导等）基本特性以及相关制作工艺；第5章重点介绍
针对光纤到户系统需求的新型集成光子器件；第6、7章重点介绍光通信系统中最具代表性的集成光子
器件，包括波分复用器、微环滤波器等，并在第7章对微环传感器的最新进展作了相关介绍；第8章详
细介绍最新发展的表面等离子金属光波导的原理、结构以及发展前景；第9章主要介绍和总结另一种
新型光波导——光子晶体波导；第10章着重介绍硅光子学的最新研究进展。
    本书可作为大专院校相关专业本科生、研究生的课程教材，也可作为从事光通信器件专业的科学技
术人员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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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FDTD方法计算区域总是有限的，我们也总是希望FDTD方法在最短的时间  内计算出目标区域
的电磁场传播情况。
因此计算区域需要截断，而且要让那些外  行的电磁波能够全部从截断边界处透过去或者无反射地被
吸收掉，即不能因为计  算区域的有限性而在边界处产生非物理的反射波，所以需要设置一定的吸收
边界  条件使得计算过程不产生或者尽可能减少非物理的反射波。
吸收边界条件发展  很快，从开始简单的插值边界条件，到后来广泛采用的Mur吸收边界条件，以至前 
几年才发展的完美匹配层（perfeetly matehed layer，PML）吸收边界条件，使得计  算性能不断提高。
本小节主要讨论各向异性PML边界条件的设置技术，这是因为它容易编程实现且有更广泛的适用性。
PML首先由Berenger于1994年提出：通过在FDTD区域截断边界处设置一种特殊的介质层，该介质层的
波阻抗与相邻介质波阻抗完全匹配，因而入射波将无反射地穿过边界进入PML，并在PML中迅速吸收
衰减掉。
Betenger的PML中场量分裂成两个子量，分别进行计算，详细的理论和计算方案可以参阅Berenger及其
他学者的论文。
这里，详细讨论另一种用各向异性介质构成的PML。
这种PML首先由Gedney于1996年提出，与Berenger的理论相比较，其特点是在PML中电磁波所满足的方
程仍然是麦克斯韦方程组，而且这种PML的设置方式与材料无关，这样不仅可以处理非色散介质，而
且可以处理有耗色散介质，因而具有比较广泛的适用性。
下面具体讨论这种PML设置技术。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微纳光子集成>>

编辑推荐

《微纳光子集成》可作为大专院校相关专业本科生、研究生的课程教材，也可作为从事光通信器件专
业的科学技术人员的参考用书。
《微纳光子集成》是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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