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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硅基光电子学》是编者(周治平)在微纳光电子领域多年研究和教学基础上完成的。
系统描述了硅基光电子学的基础理论、器件原理、及应用前景。
全书共10章。
第1-3章讲述了硅基光电子学的起源及所需的基本知识；第4
章介绍了硅基无源器件；第5-8章为硅基有源器件，包括光源、调制器、探测器、表面等离子体激元器
件等；第9章介绍器件工艺和系统集成；第10章探讨了硅基光电子学的应用。

《硅基光电子学》可作为高等院校电子学、光电子学、物理电子学、微电子与固体电子学、通信与信
息系统、计算机技术等专业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相关课程的教材。
对于在相关领域内工作的研究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本书也是一本有用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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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美国）周治平  周治平，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SPIE Fellow
，IET Fellow，中国光学学会第六、第七届理事会理事，IEEE中国武汉分会创会主席（2006—2008）。
1993年获美国乔治亚理工学院博士学位。
长期从事微纳光电子器件及其集成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在硅基光源、纳米光栅、光电调制、光学传感
、光子晶体、表面等离子体器件及硅基集成技术等方面有独创性成果。
发表论文、特邀报告270余篇，参编书籍5部，拥有国际国内专利15项。
讲授过现代电子通信、集成电路、光电子学、硅基光电子学等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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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硅基光电子学为低成本、高容量的光电器件及系统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和实验基础。
如果被开发的产品性能达到商业化水平，硅就能像现在主导电子产业一样主导包括光通信、光互连、
光传感和光能源在内的更为广泛的信息产业，硅基光电子学的应用可以通过以下例子略作说明。
 1.通信与互连 随着微处理器性能呈指数增长，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日益逼近它的极限，计算机系统
内部通信速度和宽带落后于处理器芯片运算速度的趋势曰益扩大，铜互连将成为计算机系统整体性能
提升的瓶颈。
目前，光互连被公认是实现计算机间乃至芯片间高速通信的重要发展方向。
但现在的半导体发光器件多用化合物材料制备，与硅微电子工艺不兼容。
硅基光电子集成正是解决光互连的最佳途径，除基于芯片间的互连外，硅基集成回路芯片还可以实现
板与板之间的互连、机栈与机栈之间的互连、远程主干网上光纤通信系统的互连等。
对于通信领域来说，硅基光电子首先在远距离传输中有很重要应用，分立器件的替换能够节省数十亿
成本；其次，更多的有着更高集成度的器件与系统将在短距离通信领域得到应用。
 2.非线性光学效应 现在在硅基光电子学的研究当中，一个重要的分支就是研究各种非线性光学效应来
制造有源光学器件。
由于硅和硅氧化物的折射率有很大差别，光可以比玻璃光纤或氧化硅波导更紧的限制在硅波导中。
在硅基波导中光学模式尺寸比单模光纤模式小1000倍；更重要的是，很多光学非线性效应比在玻璃光
纤中更强。
比如，在硅中的拉曼增益系数要比在普通玻璃光纤中大上3—4个数量级。
硅基非线性光学效应可以广泛用来制作芯片级高度集成的主动光电器件，包括光放大器、激光、波长
转换器、超快开关、脉冲产生和慢光发生器。
最近几年，在这个领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和重大突破，特别是受激拉曼散射已经成功地用于光放大器
和激光中。
 3.传感 硅基微纳米器件可用做检测物理特性（如温度、加速度、压力等）的物理传感器，可以利用微
机电系统(micro-electro-mechanical systems,MEMS)做加速度计，用热敏效应做温度传感器。
同时硅基光子器件也可以用作环境、水污染检测的化学传感器，利用波导倏逝波场与传感物质相互作
用来进行传感。
集成光电子器件也可用于DNA序列乃至药物发展和健康监控，检测抗原抗体，进行生化传感检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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