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pplied Physics 应用物理, 2022, 12(6), 343-350 
Published Online June 2022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pp 
https://doi.org/10.12677/app.2022.126040    

文章引用: 王晨, 王爽. 一种基于半圆形开口谐振环结构的太赫兹环偶极子超表面设计[J]. 应用物理, 2022, 12(6): 
343-350. DOI: 10.12677/app.2022.126040 

 
 

一种基于半圆形开口谐振环结构的太赫兹环偶

极子超表面设计 

王  晨，王  爽*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电子工程学院，天津 
 
收稿日期：2022年5月13日；录用日期：2022年6月15日；发布日期：2022年6月22日 

 
 

 
摘  要 

设计了一种基于半圆形开口谐振环结构太赫兹环偶极子谐振的超表面，超表面的单元结构由金属结构层及

基底介质组成。金属结构层由一对对称半圆形开口谐振环和一个矩形金属条构成。利用电磁仿真软件研究

了半圆形半径r及开口距离d对超表面谐振频率、品质因子Q值等电磁特性的影响；通过计算超材料多极子

的散射功率研究内部机理。发现超表面的谐振响应随着半径和开口间距的改变而发生变化；该设计实现了

一种新型太赫兹波段的平面环偶极子超表面，为太赫兹功能器件的开发和应用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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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metasurface based on Terahertz (THz) toroidal dipole resonance of split semi-ring resonator 
structure is designed. The unit structure of metasurface consists of a pair of symmetric semicir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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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r split ring, a metal strip and a substrate medium. The influence of the change of semicircular 
radius (r) and opening distance (d) on the electromagnetic characteristics of metasurfaces such as 
resonance frequency and quality factor (Q) was investigated by using the electromagnetic simula-
tion software. It is found that the resonant response of the metasurface varies with the radius (r) 
and the spacing gap between split semiring. The design implements a new terahertz band planar 
toroidal dipole metasurface, which provides more possibili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
tion of terahertz functional de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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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经典电动力学中，通常有电多极子和磁多极子两大多极子系统[1]。而作为第三类辐射源的环偶极子，

虽然是通过电多极子或磁多极子相干作用产生，但却具有与众不同的特性。环偶极子的概念于 1957 年提

出，也被称作“Anapole”[2]。环偶极子可等效为多个磁偶极子首尾相连围成的一个环形结构[3]。由于

在自然界中常被电多极子和磁多极子所掩盖，环偶极子的研究一直没有显著进展，但超材料的出现为环

偶极子的研究提供了有效手段。超材料可以通过人工设计，用来实现自然材料所不具备的电磁特性[4] [5] 
[6]。材料的介电常数反映了单元对外加电场的响应，磁导率反映了单元对外加磁场的响应。通过设计超

材料阵列的结构和大小，我们可以改变它的 ε 和 μ [7]。其中具有二维结构的超材料，称之为超表面

(metasurface)。为了后续方便器件化，本设计采用超表面二维结构。目前，超材料已应用于对环偶极子电

磁响应特性的研究之中。从微波波段开始，随后研究光波波段环偶极子超材料直至延伸至太赫兹波段环

偶极子超材料。通过设计超材料的单元结构，增强环偶极子谐振强度同时抑制其他谐振，使得环偶极子

谐振达到可观测范围，超材料为研究环偶极子机制提供了有效的研究手段[8] [9] [10] [11]。2015 年天津大

学的丁春峰从品质因子 Q 值的角度入手，在太赫兹频段仿真分析并通过测试验证了若干具有较高 Q 值的

稳定结构的环偶极子超材料，讨论了高 Q 值背后的共振特性[12]。2018 年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的王爽

等设计并加工了一种柔性二维平面结构的太赫兹环偶极子超材料，在理论分析和数值计算上证明了这种

环偶极子共振也可以产生于简易的二维平面结构超表面中。本文通过对二维环偶极子超表面单元结构的

设计，来研究太赫兹波段环偶极子的产生原理。超表面微结构由三个谐振耦合而成。超表面单元结构采

用半圆形开口环结构，两个半圆形开口谐振环沿 xoz 平面对称，金属谐振条位于 x 轴上。然后利用 CST 
MICROWAVE STUDIO (CST)软件进行电磁仿真，对环偶极子超表面的结构及电磁特性及电磁场以及电

流分布情况进行分析，同时计算超表面多极子的散射功率，用于研究环偶极子的特性和内部机理。 

2. 超表面的单元结构 

开口谐振环(SRR)是构成环偶极子超材料的最基本的模型结构之一，在滤波器、吸波器等领域有着广

泛的应用。开口谐振环最经典的形式是在高导电性能的金属环上打开一个或几个开口间隙，开口间隙往

往由空气或者其它介电材料充当。在外加时变电磁场的条件下，开口谐振环将会在其金属环上激发出环

形的表面电流，电荷将聚集在开口处。本文结构是在 SRR 的基础上设计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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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为基于半圆形开口谐振环结构的环偶极子超表面的单元结构。该单元结构由金属层和介质层组

成，金属层包括两个半圆形金属环及矩形金属条，其中上下两个开口金属环关于 xoz 平面对称。矩形开

口环的金属材料为铝，铝具有焦耳损耗小的特点，可以减少金属的非辐射损耗。介质基底材料为聚酰亚

胺(polyimide)，该材料的介电性能良好，在太赫兹频段具有高透射率、低损耗等特性。半圆形开口谐振

环超表面的单元结构尺寸，分别是单元结构的周期长、宽 a × a = 328 μm × 328 μm，金属环的外径 r = 60 μm，

金属条长度 b = 224 μm，金属条宽度、金属环宽度均为 w = 6 μm，开口间距 d = 12 μm；超表面的金属环

的厚度为 0.2 μm。基底介质厚度为 20 μm。在空间中，单元结构呈周期性排列，形成二维周期阵列，构

成了半圆形开口谐振环的超表面结构。 
 

 
Figure 1. Schematic diagram of metasurface element structure 
图 1. 超表面单元结构示意图 

3. 基于半圆形开口谐振环结构的环偶极子超表面的电磁仿真与分析 

本实验采用 CST 软件实现超表面的结构设计并对其进行太赫兹频段的电磁性能仿真。在 CST 软件系

统中设计构造出半圆形开口环环偶极子超表面的单元结构，并设置好相应的材料特性及尺寸参数，如图

1 所示。设置仿真频率范围为 0~1.2 THz，电磁波沿 Z 轴射入，电场沿 X 轴极化，磁场的方向沿着 Y 轴。

基于上述结构的设计，接下来利用 CST 软件对其进行时域仿真，得到 THz 频段的透射曲线，并在谐振处

进行磁场和表面电流的仿真分析。图 2 是基于半圆形开口谐振环结构的超表面的透射曲线，观察到曲线

有两个谐振点，分别位于 0.35 THz 和 0.46 THz 处，我们将其称为低频谐振点和高频谐振点。当两个谐振

点的距离较为接近时，会产生电磁感应透明(EIT)效应。EIT 效应是原子物理中一种非常重要的物理现象

[13] [14]。一般情况下，当两个共振发生相干耦合时，破坏性干涉会抑制较宽的共振，产生一个诱导的透

明窗口。EIT 效应由亮模和暗模耦合产生，其中亮模是具有较高辐射损耗的超辐射态，暗模是具有高 Q
值的次辐射态[15] [16]。当频率为 0.35 THz 时，环偶极子的 Q 值为 25。当频率为 0.46 THz 时，环偶极子

的 Q 值为 33。两个相邻环偶极子共振的耦合干扰最终形成类 EIT 现象[17] [18] [19] [20]。 
低谐振频率点和高频谐振点表面电流和磁场的分布如图 3 所示。观察超表面的电流分布，可以看出

在外加电磁辐射的作用下，在金属环的表面形成电流环，电流绕着两金属环流动。由图 3(a)可知，金属

结构上半部分电流逆时针流动，从而形成一个指向 Z 轴正方向的磁偶极子；下半部分电流顺时针流动，

从而形成一个指向 Z 轴负方向的磁偶极子。这一对磁偶极子，相互耦合，最终形成了图 3(b)所示的沿着

x 轴方向的环偶极子。同时可以发现，图 3(a)中，金属条电流沿 x 轴正方向，根据右手定则，可产生环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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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Transmission curve of metasurface based on 
semicircular resonant ring structure 
图 2. 基于半圆形开口谐振环结构的超表面的透射曲线 

 
磁场。磁场在 xoy 平面中，y 大于零区域沿 z 轴正方向，y 小于零区域沿 z 轴负方向，与之前两个半圆形

开口谐振环磁场方向一致，对环偶极子起到增强作用。 
由图 3(c)可知，金属结构上半部分电流逆时针流动，从而形成一个指向 Z 轴正方向的磁偶极子；下

半部分电流顺时针流动，从而形成一个指向 Z 轴负方向的磁偶极子。这一对磁偶极子，相互耦合，最终

形成了图中 3(b)所示的沿着 x 轴方向的环偶极子。同时可以发现，图 3(b)中，金属条电流沿 x 轴正方向，

根据右手定则，可产生环形磁场，磁场在 xoy 平面，y 大于零区域沿 z 轴负方向，y 小于零区域沿 z 轴正

方向，与之前两个半圆形开口谐振环磁场方向相反，对环偶极子起到减弱作用。比较图 3(a)和图 3(b)可
以观察到图 3(b)图环偶极子强度弱于图 3(a)图环偶极子强度。 
 

 
Figure 3. (a) Low-frequency surface current distribution; (b) Low-frequency magnetic 
field distribution; (c) High-frequency surface current distribution; (d) High-frequency 
magnetic field distribution 
图 3. 金属结构超表面(a) 低频表面电流分布；(b) 低频磁场分布；(c) 高频表面电

流分布；(d) 高频磁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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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表面上下两部分由完全对称半圆形开口谐振环组成，在不考虑金属条的情况下，我们根据开口谐

振环的 LC 等效谐振电路，研究超表面的电磁特性。图 4(a)是低频谐振的等效电路，它由一个等效电容和

等效电感组成，其中等效电容来自于谐振环的开口，等效电感来自金属环本身的自感效应，这样我们可

以用公式(1)来描述谐振的频率[21]： 

1
2π

f
LC

=                                 (公式 1) 

同时，在高频谐振处，等效电感同样来自金属环自身的自感效应，而等效电容来自三个地方，分别

是金属环的开口间距以及金属环左右两边相反方向表面电流连接处，其中对谐振影响起主要作用的依然

是开口间距。高频谐振处的等效电路如图 4(b)所示，其中 C1 代表开口间距处的等效电容，C2 和 C3 代表

金属环左右两边相反方向表面电流连接处的等效电容。高频谐振处的谐振频率可以用公式(2)表示： 

1

12π 1 1 1
1 2 3

f

L

C C C

=
 
 
 
 + + 
 

                          (公式 2) 

 

 
(a)                           (b) 

Figure 4. Resonant open ring equivalent circuit model. (a) Low-frequency 
resonant equivalent circuit; (b) High-frequency resonant equivalent cir-
cuit 
图 4. 谐振开口环等效电路模型。(a) 低频谐振等效电路；(b) 高频

谐振等效电路 

4. 环偶极子超表面的数据分析 

下面分析结构参数外径 r 对谐振的影响。在保持其他参数不变的情况下只改变两个半圆环的外径 r = 
48 μm、r = 54 μm、r = 60 μm、r = 66 μm、r = 72 μm、r = 78 μm。通过仿真和计算我们得到了不同 r 情况

下的超表面透射曲线，如图 5(a)所示。随着 r 增大，低频谐振点向低频移动，变化范围较大，从 0.425 THz
移动到 0.3 THz；同时，低频谐振点的透射系数略有减小，从 0.18 到 0.03。随着 r 增大，高频谐振点向低

频移动，变化范围较小，从 0.48 THz 移动到 0.46 THz；透射系数逐渐减小，从 0.43 到 0.2。可以看出随

着外径 r 的增大，无论是低频谐振还是高频谐振都发生不同程度的红移。在低频谐振处，根据公式(1)来
解释，当谐振环的外径增大时，开口处的等效电感随之增大，而等效电容基本不发生变化，这就导致了

谐振的频率减小，低频谐振产生红移。同样地，对于高频谐振，根据公式(2)，当谐振环的外径增大时，

等效电感增大，而等效电容基本不发生变化，这样谐振频率也会减小，在高频谐振处产生红移现象。 
图 5(b)为低频高频谐振点 Q 值随半径 r 变化曲线。随着外径 r 的增大，低频谐振的 Q 值逐渐增大，

超表面的非辐射损耗随之减小；r = 66 μm 时达到峰值 26.7，当 r 进一步增大时 Q 值开始减小。随着外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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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的增大，高频谐振的 Q 值逐渐减小，超表面的非辐射损耗随之增大；r = 66 μm 时达到最小值 15.3，当

r 进一步增大时 Q 值略有增大。高 Q 环偶极子超表面有助于制备高效的超表面功能器件。 
 

 
(a)                                                (b) 

Figure 5. (a) Transmission curve and (b) Q value of the metasurface of semicircular resonant structure with different outer 
diameters r 
图 5. 不同外径 r 的半圆形开口谐振结构超表面。(a) 透射曲线；(b) Q 值 

 
接下来研究开口间距 d 对半圆形开口谐振环结构的超表面电磁特性的影响。保持其他参数不变，改

变开口间距 d = 12 μm、22 μm、32 μm、42 μm、52 μm。通过仿真和计算我们得到了不同开口间距 d 情况

下的超表面透射曲线，如图 6(a)所示。 
在图 6(a)中，我们可以观察到随着开口间距 d 的增大，低频谐振点向高频移动，频率从 0.35 THz 逐

渐蓝移至 0.42 THz。由公式(2)可知[22]，随着开口距离 d 的增大，等效电容随之减小，同时金属环的长

度减小导致等效电感的减小，最终谐振频率随之增加。同时，随着 d 增大低频谐振点的透射系数略有减

小，从 0.15 到 0.05。高频谐振点没有明显位移，但其透射系数逐渐增大，从 0.2 到 0.62。图 6(b)为低频

谐振点的 Q 值变化曲线。随着开口间距 d 的增大，低频谐振的 Q 值逐渐减小，超表面的非辐射损耗随之

增大，d = 42 μm 时达到最低点 13.5，当 d 进一步增大时 Q 值增大。随着开口间距 d 的增大，高频谐振的

Q 值逐渐增大，超表面的非辐射损耗逐渐减小，d = 52 μm 时达到最大值 26.6。 
 

 
(a)                                                (b) 

Figure 6. (a) Transmission curve; (b) Q value of the metasurface of semicircular resonant structure with different outer di-
ameters R 
图 6. 不同外径 r 的半圆形开口谐振结构超表面。(a) 透射曲线；(b) Q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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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研究超表面透射光谱中两个谐振的机理，根据多极矩理论[23] [24]，我们计算了谐振系统

中多极子的散射功率。电偶极子 Px 沿 x 轴，磁偶极子 Mz 沿 z 轴，环形偶极子 Tx 沿 x 轴。图 7 给出了

等效状态下的超表面多极子散射功率图。环形偶极子的散射功率比其他多极子高几个数量级，这说明环

偶极子在 0.2~0.8 THz 是主要谐振。同时，在散射功率曲线的变化趋势上，环形偶极子与磁偶极子基本相

同，这与上面关于磁偶极子耦合形成环形偶极子的讨论是一致的。 
 

 
Figure 7. Scattering power of a metasurface multipole 
图 7. 超表面多极子的散射功率 

5. 结论 

本文提出一种基于半圆形开口谐振环结构的太赫兹环偶极子超表面。通过电磁仿真软件 CST 进行超

表面电磁特性的时域仿真，研究超表面电磁特性，分析了超表面的表面电流及磁场分布。环偶极子超表

面在 0.2~1.2 THz 呈现低频和高频两个谐振峰，并且产生类 EIT 效应。在太赫兹波的作用下，上下两侧产

生方向相反的磁偶极子，磁偶极子首尾连接相互耦合实现了环偶极子的电磁响应。通过计算超材料多极

子的散射功率，证明了环偶极子的存在。研究 r、d 对电磁特性的影响。随着 r 增大，低频谐振点向低频

移动，变化范围较大，从 0.425 THz 移动到 0.3 THz。高频谐振点向低频移动，变化范围较小，从 0.48 THz
移动到 0.46 THz。随着 r 的增大，低频谐振的 Q 值逐渐增大，最终达到最大值 26.7；高频谐振的 Q 值逐

渐减小，最小值为 15.3。随着 d 增大，低频谐振点向高频移动，频率从 0.35 THz 逐渐蓝移至 0.42 THz，
Q 值逐渐减小直至最小值 13.5；高频谐振的 Q 值逐渐增大，最终达到最大值 26.6。本文所设计的结构在

两个谐振峰均有环偶极子，且在低频谐振处可以得到高 Q 值 26.7。高 Q 值是超表面高性能的体现，有利

于高性能太赫兹功能器件的研发。根据麦克斯韦公式可知，此设计超材料可以用于微波和光波频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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