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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Yun-Shink
Lee编著的《太赫兹科学与技术原理》介绍多种太赫兹源的研制、太赫兹波的探测和控制技术，涵盖了
太赫兹科学发展的不同阶段的相关技术。
不仅详尽地说明了主要的太赫兹技术，如太赫兹波的产生、探测和控制的基本原理，而且还讨论了太
赫兹科学的最新发展，介绍其与各研究领域的技术结合所产生的新兴技术进步，如在超高速率空间通
信、超高分辨率武器制导、医学成像、物质太赫兹光谱特征分析、安全检查、材料检测等领域具有重
要的研究价值和广泛的应用前景，使得读者能够举一反三，结合本专业领域技术与太赫兹科学技术进
行思考与研究。

《太赫兹科学与技术原理》既适合于具有一定电磁场与微波技术以及光学基础，并希望了解太赫兹科
学技术理论基础的初级入门者，也适合于太赫兹领域相关研究者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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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在特定频段通过金属薄层上的亚波长周期孔阵列可以实现极高速率光传输，这是表
面等离子体极具吸引力的现象。
传输特性的增强与周期结构形成的表面等离子体的光子带紧密联系。
在谐振频率处，入射光的冲量与表面等离子体冲量相同。
表面等离子体模式进行了有益干涉，相关辐射进入导体层另一边。
对孔的面积与总面积之比进行归一化，在谐振频率处传输特性超过一。
如5.3.3节讨论的，谐振增强传输特性可用于太赫兹频段带通滤波器。
 这里引入谐振天线的唯象模型来解释该奇特的传输特性。
 对图5.43（a）所示的方孔阵列进行进一步分析是很有益的。
金属表面的周期图案形成表面等离子体的光子带，把光子带提供给晶体动量。
 图5.44为金属层上的周期孔阵列在太赫兹频段的传输谐振现象实验观察结果。
传输测量是在垂直入射，即k11=0时进行的。
因此，在积分曲面等离子体模式会发生谐振。
在0.25μm厚的铝薄层上构建矩形孔阵列，铝薄层放置在硅晶上，如图5.44（a）。
在独立的75μm厚不锈钢薄层上打圆孔阵列如图5.44（b）。
采用THz—TDS技术来测量入射和发射太赫兹脉冲的时域波形。
发射太赫兹脉冲的表面等离子体谐振具有长时间延续，可以持续几百皮秒。
因此，发射频谱包含有强烈的谐振峰。
矩形孔阵列在1.46THz处具有强烈的传输增强效应，这对应于一阶积分表面等离子体模式，即（l，m
）=（±1，0）。
谐振频率处的归一化幅度传输比l大得多。
通过频谱可以看出（±1，±1）模式的谐振频率在2.06THz。
圆形孔阵列的谐振对应于（±1.0）和（±1，±1）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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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太赫兹科学与技术原理》既适合于具有一定电磁场与微波技术以及光学基础，并希望了解太赫兹科
学技术理论基础的初级入门者，也适合于太赫兹领域相关研究者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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