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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总结了手性介质的概念 !分类及其光学物理性质 综述了近年来手性介质在非线性光学领域以及其

他方面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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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一种非线性光学材料是否能在实际中被广泛应

用 光学非线性系数的大小是主要衡量指标之一 影

响非线性系数大小的因素很多 就二阶非线性而言

材料的非中心对称结构是产生大非线性系数的主要

因素 而分子本身的非对称性可增加形成非中心对

称结构的几率 并增加材料的热稳定性 在分子中

手性体 !非活性取代基 !非平面多生色团体系的引入

以及使某些分子成为介晶分子等 都可增加形成非

中心对称结构的几率≈ 现有的非中心对称材料大

体上可归纳为如下几类≈

单晶类 单晶类一般生成的

体积都比较小 在频率耦合方面有一定的作用 要长

成体积稍大的具有足够光学尺寸的单晶很困难

膜 即水或空气界面单分子

或多分子层 一般都是非中心对称的 膜分子间

具有规整的排列取向 膜的厚度可在沉积中得到控

制 实验中效果很好

极化膜和极化聚合物 它

们往往有一定溶解度 并含有偶极非线性生色团 经

过电场极化 实现有序堆砌 从而形成非中心对称的

结构 可以做成器件

手性介质 手性介质包含的非

线性分子是非中心对称和热稳定的 使得材料显示

一些液晶的特性

手性介质的结构特点及其光学性质都预示了它

在非线性光学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手性介质及其光学性质

手性是物体所具有的通过任何实的空间操作都

不能与其镜像物体相重合的性质 它与物体自身缺

少对称元素有关 ∀手性分子≈ 是指一对等同而非

全同的分子构成的一对对映体 这对对映体如同人

的左右手一样 没有第二类对称元素 也不能通过平

移或转动等第一类对称操作使二者重合 ∀由手性分

子构成的宏观上连续的介质称为手性介质 ∀

常见的手性分子可在如下几种结构的化合物中

找到

含有不对称碳原子的化合物 一个碳原子周

围的 个键呈四面体分布 当这四个键所连接的基

团都不同 或者四个基团中的两个基团的化学组成

完全相同但在顺反异构上的构型不同时 这个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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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称为不对称碳原子或手性碳原子 例如左 Α 羟

基丙酸 其结构如图 所示 另外含有不对称氮原子

的化合物也是手性分子

图  左 Α羟基丙酸分子结构

螺旋型手性分子 一切螺旋型的手性分子

无论有无不对称碳原子都是手性分子 例如六螺烯

分子 ¬ !Α 螺旋体等 螺旋形式有左手螺

旋型和右手螺旋型 互为对映体 例如六螺烯分子 其

结构如图 所示 其中 和 互为对映异构体

图  六螺烯分子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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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丙二烯型和联苯型化合物以及受空间阻碍

效应影响而变形的分子都是手性分子 .

( )风扇型分子 :例如 ≤ 与乙二胺形成的配

和物(配位体像风扇形排布)以及其他的风扇形分子

均为手性分子 .

手性介质 明显的性质是使通过它的偏振光的

偏振面发生变化 ,即表现出旋光性 √

在没有外界条件的影响下 ,在实验室或工厂中进行

化学反应合成手性分子时 ,两种对映体分子的数量

是相等的 ,称为外消旋介质 ,这时必须进行手性分

离 ,才能得到含有单一对映体的手性介质 .在自然界

中所得到的手性分子 ,往往只含有一种对映体 .例如

组成蛋白质的 多种氨基酸都是链状螺旋结构的

手性分子 ,除甘氨酸无旋光外 ,其他都是左手性结

构 ,而组成核糖核酸的糖 ,基本上都是右手性的 .动

植物中的这些手性分子 ,是酶的不对称催化作用的

产物 .本文提到的手性介质都是指含有单一对映体

的手性介质 .

在手性介质中 ,极化电荷常被认为是沿螺旋路

径运动的 .这种电荷位移的螺旋性隐含了除诱导电

偶极矩外 ,也诱导了磁偶极矩 ,其辐射场与电偶极矩

的辐射场相互垂直 .手性分子中出现的电偶极矩和

磁偶极矩振荡将会导致入射光束偏振面的旋转 ,磁

偶极矩跃迁强度与电偶极矩跃迁强度相比已不可忽

略 .而在其他分子系统中 ,磁偶极矩的贡献要比电偶

极矩的贡献小几个数量级[ ] .

当光波与手性介质相互作用时 ,手性介质对左

旋圆和右旋圆偏振光的折射率和吸收系数大小不

同 ,分别引起介质极化率的实部和虚部发生变化 .使

两圆偏振光在介质中的折射率产生差异 ,称为圆双

折射 ∏ ≤ 使入射的偏振光的

偏振面发生旋转 ,即旋光现象 √ 旋光

角的大小正比于传输距离 ,即 Η Αζ .比例系数 Α

与回旋系数的实部有关 .使两圆偏振光的吸收系数

不同而产生的差异称为圆二向色性 ∏ 2

≤⁄ 其结果使两圆偏振光的强度间产生一个

差值 ,以相对差值表示为 : Τ
Ι Ι

Ι Ι
,它与回旋

系数的虚部有关 .手性介质是非中心对称的 ,它既具

有二阶非线性 ,又具有三阶非线性 .在一个强泵浦光

的作用下 ,偏振面的旋转角会产生一个与泵浦光强

有关的附加变化 ,即 Η Η ∃Η.这就是非线性旋光

现象 .

手性的非线性还表现在利用手性介质产生二次

谐波时 ,二次谐波的效率与入射的左右圆偏振光的

偏振态有关[ ] .

表 给出线性介质 !线性手性介质 !非线性介质

及非线性手性介质的特性参量比较 .表 中的 Ν 具

有导纳的量纲 ,称为手征导纳 ,它代表了电场和磁场

之间的交叉耦合程度 .可以看出 ,手性介质中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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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色散项 ,从而导致介质的极化过程必须考虑电

四极矩和磁偶极矩的贡献 .在手性介质中 ,光学效应

与场的空间变化率有关 ,此时电极化率张量与波矢

κ有关 ,电极化率与波矢 κ 的依赖关系称为极化率

的空间色散 .在光频波段 ,因为光频辐射的波长远远

大于电子轨道半径和晶格间距 ,因而在大多数情况

下 ,空间色散可以不考虑 .但在下列 种情况下空间

色散变得很重要 :

( )效应虽小 ,但由于它的存在所引起的现象却

是唯一的 .

( )效应十分大 ,可以和其他光学现象相竞争 .

例如在反常色散区 ,折射率可以变得很大 ,而大的折

射率意味着在介质中传播的波的波长变短 ,此时在

原子范围内的场就不能看作恒量 .

( )不管是线性极化还是非线性极化 ,手性介质

必须考虑空间色散 ,即用空间的非局域理论处理介

质中光波的非线性传输和相互作用等问题 .

产生空间色散的原因是由于在介质内给定点的

电极化强度不仅与该点的场强有关 ,而且与邻近点

的场强有关 ,即与场的空间导数有关 ,从而导致介电

张量以及电极化率张量与波矢 κ有关

 研究进展

手性介质 显著的特点是可以改变电磁波的偏

振态 不同偏振态电磁波在手性介质中的散射 !折

射 !反射和吸收等行为均与在其他介质中有较大的

差别 手性介质的应用 使得光学材料由一般的体材

料向薄样品 !薄膜化过渡 增加了实用化的可能性

合成和寻找性能良好的手性介质以及对其光学非线

性进行理论表征和实验研究 已逐渐成为一门新兴

的学科领域≈ 国外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

面

311  在非线性光学 !偏光吸收方面

在研究手性介质二次谐波的非线性光学响应方

面 理论和实验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

等人首次发现≈ ) 不同的圆偏振光入射到

吸附在气液表面上的手性二奈酚 分子

上 产生的二次谐波的效率是不一样的 和

° 等人做了很多工作 他们用螺旋结构的聚

胩 膜≈ ! 膜及水汽界面含

缩氨酸分子等材料做了二次谐波实验 测量了一些

非线性光学响应项 实验装置如图 所示 基频波是

± 开关的 ≠ 激光器产生的波长 脉

宽 的激光 以 β角入射在样品上 样品是由聚

胩手性分子组成的单分子层 通过旋转波片 可以连

续改变入射光的偏振状态 在研究二次谐波的效率

与样品取向的关系时 得到如图 所示的关系曲线

虚线代表的是理论计算的结果 实线是实验结果

和 分别是透射的 ≥偏振和 °偏振的二次谐波

场强度随波片旋转角变化的关系曲线 实验结果表

明 手性和非线性耦合程度的大小与入射光的偏振

态有关 整体的非线性的大小可以通过优化手性结

构参数而得到增强 他们又从螺旋分子单电子模型

出发 计算了手性分子二阶非线性光学响应 给出了

螺旋分子薄膜极化率张量及分子的超极化率张量的

表示式≈ 并估算出手性介质二次谐波的实验中电

偶极矩跃迁强度和磁偶极矩跃迁强度相对比值的大

小 提出了一套完整的二次谐波旋光非线性理论

图  手性分子二次谐波实验装置

图  二次谐波强度与波片旋转角之间的关系曲线

312  在光波导等光传输方面

人们对手性介质的重新认识 又兴起了手性介

质中波动现象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热潮≈ 手性

## 物理



波导和手性孤子是其中的两个研究热点 手性波导

的概念是由 ∞ 和 ° 于 年提出的 他

们首先给出了互易手性波导中传播模式分布的正交

性关系式 分析了手性波导中模的耦合和分裂效应

他们还用有限差分法分析了低阶混合模的色散规

律 圆柱型 !平板型和矩型手性波导中耦合模传输特

性理论已日趋完善 理论和实验都证明手性波导有

新颖独特的性质 如模式分岔 !模式耦合等≈ 波

导的纤芯和包层中手性介质的引入可大幅度改变波

导的色散特性≈ 由于偏振光具有包括偏振方向 !

偏振强度 !椭率角及方位角在内的多个特征参量 所

以可作为传输高效率信息的载体

313  在吸波材料开发方面

年 美国 ° √ 州立大学电子计算

工程专业的 和 ∞ 首先提出观点认

为 可以根据电磁波的手性来合成在吸波及隐身方

面有应用价值的 × ≈ 材料 为了获得零反

射条件 材料结构必须满足特定的条件 即反射率

Ρ Γ Γ
Γ Γ

即 Γ Γ 其中 Γ Γ 分别为手性

材料阻抗和波固有的阻抗 传统的雷达吸波材料无

法满足这些条件 在雷达识别 !反向散射问题中 目

标的位置和形状可以从目标边缘反射或散射波的信

息中获得 这些边缘的边界条件可看作变化的不连

续的电磁参量 如果反射波和散射波能够很明显的

减少 目标的边缘形状就探测不到了 达到了隐身的

目的 传统的材料中为了减少反射波 必须满足适当

的阻抗匹配条件 否则无法实现隐身 × 手

性材料具有克服这些缺点的潜力≈

另外手性介质的光学性质在医疗制药工业 !化

学合成 !物质结构分析中也有很广泛的应用

 结束语

手性材料的光学物理性质具有重要的应用价

值 国际上对手性分子的非线性光学研究是从 年

代开始的 俄国的莫斯科大学近年来开展了这方面

的理论研究工作 哈尔滨工业大学物理系非线性光

学研究室 年就开始研究光的非线性偏振现象

年与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合作研究手性介质

聚酯酰亚胺非线性光学性质 接着派遣研究人员赴

莫斯科大学进行合作研究并联合发表了一批论

文≈ ) 与国外研究现状相比 我国在这方面存在

着材料合成与性能开发相互独立的现象 手性功能

材料的合成常见报道 但性能的开发和应用却少有

报道 在手性非线性方面需要开展的工作是加强实

验研究 建立和完善理论体系的表征 开发非线性性

能较强的手性分子 做成手性环境探针 以便应用于

手性检测分析的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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