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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60 7 6089 量子级联激光器是一种新型的带内跃迁的红外光源，突破了 60 基材料间接带隙特性对光跃迁的

限制- 60 7 6089 量子级联激光器的开发将为实现太赫兹有源器件的硅基集成产生深远影响- 文章介绍了 60 7 6089 量子

级联激光器的工作原理，以及这类激光器在能带设计、材料生长和波导制作方面的最新进展-
关键词! ! 60 7 6089 量子级联激光器，超晶格，太赫兹，子带跃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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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引言

量子级联激光器是利用量子阱中子带之间的跃

迁实现光发射，光子能量和禁带宽度无关，当前国际

上研究的太赫兹量子级联激光器系指频段处于 4—

4%G:R（"%%—"% !I 波长）范围- 60 7 6089 量子级联激

光器是新型的太赫兹（4G:R X4%4$:R）激光源之一- 尽

管太 赫 兹 波 在 医 疗 成 像［4］（ 包 括 牙 齿［4］、皮 肤 检

测［$］），环境检测［"］和气体分子谱［Y］等方面都有着很

好的应用前景，但是由于缺乏理想的太赫兹激光光

源，太赫兹波仍未被完全开发和认识- $%%$ 年，首次报

道了 &T !I ;/81;J 7 81;J G:R 量子级联激光器，大大

推动了这一领域的发展- 60 7 6089 量子级联激光器是

新型的太赫兹激光源之一-
从 4UUY 年到现在，基于 @@@=Z 族材料的量子级

联激光器的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44］- 波长覆盖中

红外和太赫兹，其中中红外激光器已经实现了室温

工作［4$］- 在硅基光电子集成的推动下，60 7 6089 量子

级联激光器的开发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60 7 6089 量子

级联激光器是利用空穴在价带子带间的带内跃迁来

实现发光，从而可以克服硅、锗等材料由于间接带隙

辐射复合效率低的缺点，实现硅发光-
本文将介绍 60 7 6089 量子级联激光器的工作原

理，以及这类激光器在能带设计、材料生长、光谱测

量和波导制作方面的最新进展-

$! 量子级联激光器的发光原理

量子级联激光器的概念是 4UT4 年由前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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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 研 究 所 的 2+3+,/4*5 和 6(4*(7 共 同 提 出 来

的［89］’ 他们当时设想载流子通过一系列量子阱的光

子辅助隧穿机制实现光增益，即在偏压下载流子从

一个量子阱的基态通过顺序共振隧穿跃迁到下一个

量子阱的激发态并伴随光子的发射’ 其工作原理如

图 8 所示’
量子级联激光器和带间 $:, 结双极型半导体激

光器相比有两个主要的特点：第一是单极器件，只利

用电子（或空穴）在导带（或价带）内部子带间跃迁

来产生光子；第二是它的级联效应，利用电子或者空

穴在多个量子阱中的顺序隧穿来实现光放大’ 这样

发出的光子和半导体的禁带宽度无关，这种结构的

激光器是非常理想的长波长激光光源’

图 8- 量子级联激光器示意图

6* 与 6*;1 合金的电子亲和势相近，异质结的导

带带阶对电子几乎不能形成限制，价带带阶则比较

大（! !5"<’ => 1?·"，其中 " 为合金中 ;1 的组

分）［8@］，因此 6* A 6*;1 量子级联激光器是利用空穴

子带之间的光跃迁来实现发光的’

9- 6* A 6*;1 量子级联激光器

!’ "# 硅基量子级联激光器的优点和存在的困难

9’ 8’ 8- 6* A 6*;1 量子级联激光器的优势

6* A 6*;1 量子级联结构的优势在于，首先，硅工

艺非常成熟，有可能实现太赫兹器件的硅基光电子

集成’ 其次，.? 族元素（6*、;1 等）中没有强的极性

光学声子的散射作用，从而减少温度对能带寿命的

影响’ 实验和理论验证，当温度升高到 8<<2 的时

候，也没有发现子带寿命有明显的降低［8B，8C］’ 第三，

根据波函数的对称性，电子在导带子能级之间跃迁

只能发出 DE 模式的光，而空穴在轻空穴子带和重

空穴子带之间跃迁可以发出 DE 和 DF 模式的电磁

波［8=］，所以 6* A 6*;1 量子级联激光器更容易做成面

发射激光器’

9’ 8’ G- 制作 6* A 6*;1 量子级联激光器存在的困难

...:? 族量子级联激光器有源区一般包括 GB—

@< 个周期，每个周期又包括有源层和注入层’ 每个

器件都由 9><—H<< 层超晶格组成，其中最薄的小于

8,I’ 这种结构不适合 6* A 6*;1 量子级联，硅和锗的

晶格常数相差 @’ 8=J ，6* A 6*;1 超晶格生长非常困

难’ 生长过程中硅层承受张应力，富锗层承受压应

力，当单层厚度超过临界厚度的时候，就会因为应力

而产生位错’ 即使保证每层都不超过临界厚度，应力

能也会随着层数增加而积累，使整个结构处于亚稳

相，最后出现位错’ 现在通过在 6*8 K L;1L 赝衬底上生

长应力对称的超晶格结构，已经基本上解决了材料

生长的问题’
另外，6* A 6*;1 超晶格的带阶出现在价带上，所

以量子级联要利用空穴在价带子能级之间的跃迁来

实现发光，而价带结构相对复杂，给有源区设计带来

了困难’ 基于以上原因，现在的 6* A 6*;1 量子级联结

构有源区设计都比较简单’

!$ %# &’ ( &’)* 量子级联激光器的设计制作

9’ G’ 8- 6* A 6*;1 量子级联激光器能带设计

激光器设计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获得粒子数

反转’ 对于量子级联激光器，如果激射上下能级分别

为 G 和 8，则粒子数差可表示为［8>］：

!#G8 $#G% #8 $#G（8%
!8

!G
）$ &

’ !G（8%
!8

!G
），（8）

其中 & 是注入电流密度，#( 为子能级的粒子数，!( 表

示子能级的寿命’ 激光器的峰值增益与激射上下能

级的粒子数差以及激射能级波函数之间的双极矩阵

元有关［8H］：

)$1+M $ !#G8*
G
G8， （G）

其中 3G8 为激射上下能级波函数之间的双极矩阵

元［G<］’ 由此可见，获得粒子数反转的关键是子能级

寿命’ 对于 6* A 6*;1 量子级联结构，空穴子能级寿命

主要由畸变势散射、合金散射、空穴之间的散射等散

射过程决定，其具体的计算细节可参阅文献［G8］’
对增益有影响的还有波函数之间的双极矩阵元，其

值主要取决于波函数的交叠程度’ 由此可见，无论是

粒子数反转还是激光增益都由超晶格结构（层厚以

及 ;1 的含量等）和由此决定的能带结构决定’ 下面

简单介绍几种已有的能带结构’
（8）重空穴子能级之间跃迁（NNG K NN8）

G<<< 年，瑞士科学家首次得到了 6* A 6*;1 量子

级联结构并测量了电致发光谱［GG］（图 G）’ 如图 G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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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他们利用重空穴 44$ 和 445 做激射上下能级-
测量的电致发光谱峰值能量为 5$#678，属于中红外

范围- 由于两个重空穴子带（44$ 和 445）之间轻空

穴子带（94）的存在，空穴从 44$ 向 945 快速散

射，使得激射上能级 44$ 寿命非常短，达不到粒子

数反转的要求-

图 $! $%%% 年科学家首次得到的 :0;7 量子级联结构的能带图和

电致发光谱

<=>6133 等人针对 :0 ? :0;7 重空穴子能级的非

辐射复合寿命太短的特点，设想靠减少 $ 个激射能

级（图 " 中的 445 和 44$）的交叠程度来增加激射

上能级（44$）的寿命［$"］- 将 $ 个激射能级分别限制

在 $ 个不同的量子阱中，通过调节中间硅势垒的宽

度来调节激射能级的寿命- 研究发现，当中间硅势垒

的厚度超过 $- #36 时，激射上能级（44$）的寿命确

实有明显的提高，但这时光学矩阵元又变得太小而

不可能实现激光激射- 这种结构的关键在于调整硅

势垒，选择一个合适的宽度，既能保证激射上能级长

的寿命，又能保证激光跃迁矩阵元足够的大-

图 "! 重空穴作为激射上下能级分别限制在不同的量

子阱中

（$）同一量子阱中轻空穴和重空穴之间的跃迁

（945 @ 445）

为了得到太赫兹和面发射激光器，有人提出用

轻空穴和重空穴做激射上下能级［$#］（ 图 A）- 用 & B
&CD 微扰理论计算，得到这种结构的激射上下能级

之间的能量差只和量子阱中锗的组分有关系，和阱

宽无关- 理论计算显示，利用轻空穴 945 的有效质

量反转可以得到 945 和 445 的粒子数反转- 空穴

首先注入到 945 带布里渊区中心，然后弛豫到 E5
点，在 E5 点 发 生 跃 迁 到 445，然 后 再 弛 豫 回 到

445，的布里渊区中心- 这样在 E5 点形成了粒子数

反转，这种结构在 FFFG8 族量子级联激光器中已经得

到应用- 但是，在 * 型 :0 ? :0;7 异质结构中，轻空穴

质量反转非常浅（5—"H78），而且是否能得到有效

质量反转，严格依赖于合金组分和量子阱宽度-

图 A! 利用 945 和 445 做为激射上下能级

利用这种结构成功的得到了面发射太赫兹的电

致发光谱（图 #）- 实验测量 945 @ 445 跃迁的特征

寿命为 I $%*J，而且随温度变化不明显，这证明空穴

在子能级之间的弛豫是由合金散射决定的（不受温

度影响）- 而且太赫兹的光谱在室温下仍可以观测

到，这进一步证明了 :0 ? :0;7 量子级联激光器可以

高温工作- 级联结构的太赫兹发射功率可以由下式

计算：

! " !
# $%&"， （"）

其中 # 是电子电荷，$ 是电流，! 是功率效率（收集效

率乘以每个级联周期的量子效率），% 表示量子级联

结构的周期数，& 是普朗克常数，’ 是光子频率- 利用

这个公式可以得到这种结构的最大发射功率能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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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瓦量级’

图 .- 太赫兹面发射的电致发光谱，虚线和实线分别代

表计算值和测量值

这种结构存在的一个问题是，从 //0 向下个周

期的激射上能级 1/0 注入的效率非常的低，可以通

过适当减小势垒的宽度来增加注入效率’
（2）相邻阱间重空穴和轻空穴之间的跃迁（//

3 1/）

相邻阱间 //0 3 1/0 的跃迁也称为对角跃迁’
这种 4* 5 4*67 量子级联结构发射波长（跃迁能量）可

通过偏压电场得到调制’ 图 8 所示为作者计算的一

个 4* 5 4*9’ :2 679’ ;: 5 4* 量子级联结构有源区价带的能

带结构，它是在 <7)=+))［;8］等人设计的基础上，进一

步考虑通过光学声子实现载流子的转移和重复利

用，量子阱中 1/0 和 //0 能量差约为 >?@7A，约等

于 4*67 合金光学声子能量，实线箭头表示空穴跃迁

过程，虚线箭头表示空穴从 1/0 向 //0 弛豫’

图 8- 偏压下相邻阱间 ((//0 1/0 的跃迁级联结构的

能带

基于这种能带设计，B+() 等在调制掺杂的 4* 5
4*67 量子级联结构中，在 >’ ;< 下，得到面发射的

C/D 功率达 .9,E，温度为 89< 时，仍有 ;,E 的峰值

功率，并发现在高于 0.9< 的温度下仍能得到 C/D
的光发射［;:］’
2’ ;’ ;- 4* 5 4*67 量子级联结构材料生长

由于 4* 和 67 之间存在着 >F 晶格常数差，所以

直接在硅衬底上生长 4*0 3 G67G 会由于应力而出现位

错’ 即使生长的 4* 5 4*67 超晶格结构每层厚度都不

超过临界厚度，但是由于应力能的积累，使整个结构

处于亚稳态很容易出现位错’ 现在 4* 5 4*67 量子级

联结构材料生长的问题已经通过在 4*0 3 G67G 赝衬底

上生长应力对称的 4* 5 4*0 3 H67H 超晶格解决了’
4*0 3 G67G 赝衬底最初是用来生长高质量的薄膜

材料以获得高的电子和空穴的迁移率，现在普遍应

用于各种超晶格量子阱材料的生长’ 现在生长 4*0 3 G

67G 赝衬底的方法很多，比如组分的线性渐变、组分

的阶梯变化、高低温交替结构等等’ 但是最常用的还

是组分渐变结构，一般是每一微 米 67 组 分 变 化

09F ，然后在顶层生长约 0!@ 的均匀层’
应力平衡是指超晶格结构中各层平均应力为

零’ 在 4*0 3 G67G 赝衬底上生长 4* 5 4*0 3 H67H（H I G）结

构的超晶格，其中 4* 层承受张应力，4*0 3 H67H 承受压

应力’ 平均应力为零可以用下式表示［;J］：

)
!
"!!! #! $ 9， （>）

其中 "! 和第 ! 层的弹性常数有关（ "! $ %00 & %0; ’
;%;

0; ( %00），!! 和 #! 分别表示第 ! 层的应力和厚度’ 当

平均应力为零的时候，整个系统处于稳定状态’ 现在

利用这种原理可以生长 899 个周期的 4* 5 4*67 量子

级联结构，彻底解决了材料生长的问题’
2’ ;’ 2- 4* 5 4*67 量子级联激光器波导制作

太赫兹量子级联激光器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是激

光器波导层的制作’ 传统的波导要求波导厚度不小

于激光在介质中波长的一半（" 5 ; ）’ 比 如，对 于

2C/D 的激光器，波导层厚度要不小于 0.!@’ 这对于

晶格失配的 4* 5 4*67 量子级联结构几乎是不可能

的’ 在基于 KKKLA 族材料的太赫兹量子级联激光器

中，上层波导是金属层，利用表面等离子效应将光波

限制在半导体和金属界面上’ 下层波导用重掺杂的

半导体材料，可以将 .9F 的导模限制在有源区’ 但

是对于 4* 5 4*67 量子级联激光器，这种重掺杂的半

导体结构只能把 ;9F 的光能限制在有源区，效果很

不好’
英国科学家用金属的硅化物代替下层波导的重

掺杂半导体结构［;?］，将波导损耗降低了 ; 个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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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成功地阻止了导模向衬底的泄漏- 他们先在硅衬

底上用化学气相沉淀（456）的方法生长一层大约

%- $!7 厚的 890$ 多晶薄膜，然后键合一个晶片做

为手柄，将背面的硅层磨去，再抛光- 再把这种结构

做为衬底生长缓冲层均匀层和应力对称的量子级联

结构- 最上层生长一层重掺杂的接触层- 图 : 为硅化

钨波导的模拟结果- 利用这种波导结构的器件的电

致发光谱的峰值强度明显提高-

图 :! 普通重掺杂波导（ 1）和硅化钨波导（ ;）对 <= 模

式的太赫兹波限制的模拟结果。顶层接触为 >/

?! 结束语

本文简要介绍了 90 @ 90AB 量子级联激光器的最

新研究进展- 90 @ 90AB 量子级联激光器是硅发光和太

赫兹开发的关键问题，现在材料生长和波导的问题

已经基本上解决，最重要的还是有源区能带结构的

设计问题- 从这几年 90 @ 90AB C4D 的研究来看，要实

现较大的激射功率和较高温度下的运作，仍有很多

问题有待解决：

（E）能带设计问题- 虽然相邻阱间重空穴和轻

空穴之间的跃迁理论上可以得到粒子数反转，但是

由于阱间跃迁受界面影响比较严重，激射功率很难

提高-
（$）关于能级寿命的计算- 现在关于各种散射

机制（ 畸变势散射、合金散射、空穴之间的散射、界

面散射等）对能级寿命的影响的计算还不是很完

善，需要进一步进行模拟计算，这对有源区的能带设

计非常关键-
（"）材料生长控制- 从（?）式可以看出，超晶格

任何参数（AB 组分、层厚等）变化都会引起整个结

构的能量积累，从而使整个结构处于亚稳相，所以材

料的生长工艺还要进一步提高-
（?）波导设计- 硅化钨波导虽然可以提高对太

赫兹波的限制，但是制作过程复杂，给器件制作带来

了困难，所以有待开发其他的波导结构-
相信随着问题研究的深入，90 @ 90AB 量子级联激

光器从能带设计到器件制作都会进一步的优化，最

终会实现实用化的 90 @ 90AB 量子级联激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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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接触物体间的摩擦

未接触物体间的摩擦，顾名思义就是说两个物体间在没有接触的情况下产生了摩擦’ 这是一个从未想到过的提法’ 最近

美国 [JG,5)) 大学的 2’ S(5", 教授及其同事们正在进行着这方面的研究’
2’ S(5", 教授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两物体的接触是什么含义？他建议：当两物体表面间相距小于 . ,B 时，就可以认为两

物体是相接触的’ 相接触的物体所发生的摩擦作用类似于常用的微型尼龙搭扣，即处于一个物体表面上“ 突出”的原子去刮擦

另一个物体表面上处于“山谷”内的原子’ 当两个物体表面间相距大于 .,B 时所产生的摩擦就称为未接触摩擦’ 2’ S(5", 教授

的研究组利用一根长 .BB 的微小单晶所制作的悬臂去进行实验，该悬臂的厚度只有几千个原子的大小’ 将悬臂垂直向下地接

近样品的表面并让它滑动，这时悬臂的运动将由于摩擦作用而逐渐地缓慢，它的慢化程度是与摩擦力成比例的’ 实验给出了

奇怪的结果，即悬臂与表面间的摩擦力只与样品的化学性质有关’ 为了进一步研究不同样品的化学性质所导致的摩擦作用，

研究组第一次直接地探测到由各种高聚物材料组成的样品中表面分子运动带来的弱电场所导致的摩擦作用’
近年来对于用单分子 T7P（磁共振成像）来测定微小的力提出了要求，而非接触性的摩擦力就成为了阻碍 T7P 探测的一

个因素’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提出了上述的研究工作’
（云中客- 摘自 8"16*!+) 75_*5& 05##5G6，;. 3$G*) ;<<X）

地球磁场的变化

近年来科学家们都知道，地磁场的强度每十年要降低 <’ >a 左右’ 如果这个趋势继续下去，那么每隔三百万年地球的磁

场就可能要发生一次反转，即地球上的南极要变为北极，而北极变为南极’ 地球磁场的这个现象是不是一个必然的规律，对科

学家们来说，还是一个未解决的问题’
英国 055H6 大学的 9’ I(WW*,6 教授和他的同事们从船舶的航海日记上收集了大量的航行数据，时间从 .>E< 年到 .=?<

年’ 他们收集了由船上罗盘仪上记录下来的磁场方向的数据’ 利用这些原始数据可以计算出地磁场的“ 偶极高斯系数（H*$J)5
I+(66 !J5KK*!*5,#”，这是一个正比于地磁场偶极矩的参数’ 通过计算，他们发现，从 .>E<—.=?< 年间地偶极矩每年只下降 ;,Y，

它要比 .=?< 年后每年下降 .> ,Y 小得多’ 这个结果表明，从 .>E<—.=?< 年，地球磁场强度的大小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而

从 .=?< 年以后，磁场强度就以每百年下降 >a 的速率发生变化’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差别呢？研究组从地球核心处的磁场

结构的变化来探讨这个差别，即 .=?< 年前后地幔边界的变化’ 他们发现，在 .=?< 年以后，地磁场强度下降变快的原因很可能

是在位于南半球的南极洲附近有一个磁通量反转区域，而这个特点在 .>E<—.=?< 年的数据中并不存在’ 因此解释和研究这个

问题对地球物理学家来说是一项有挑战意义的工作’ 科学家们相信，我们这个行星内部的磁发动机是要对地球磁场强度的变

化负主要的责任，但真正的物理机理目前尚不清楚，也许今后 .<<< 年内可能有地磁场的反转’
（云中客- 摘自 2!*5,!5，.. T+1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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