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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粒子群与遗传算法的消色差超透镜自动设计

李昭慧，吕怡豪

（西安科技大学 通信工程学院，陕西 西安７１０６００）

摘　要：本文利用智能优化算法，对宽波段消色差超透镜进行设计优化。首先，研究构建于二
氧化硅基底上的硅纳米柱这一微单元结构的光学特性，通过数值仿真扫描单元结构的半径构

建相位数据库。之后，通过使用粒子群与遗传算法的混合算法（ＰＳＯ＿ＧＡ）在相位数据库中找
到最佳相位矩阵，即对应每个位置最佳的单元结构。最后，构建超透镜，通过仿真实验验证其

可实现红外波段（１０００ｎｍ～１２５０ｎｍ）的聚焦，且消色差效果优于传统粒子群优化算法所获得
的超透镜结构。此超透镜的设计为平面光学器件的自动化设计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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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近年来，微纳光子学蓬勃兴起，并随着精密加工

技术的发展，人们利用纳米结构材料实现对亚波长

光场调控的能力取得长足的进步。２０１１年，哈佛大
学的Ｃａｐａｓｓｏ教授研究组即提出了超表面（Ｍｅｔａｓｕｒ
ｆａｃｅ）的设计思想———通过由亚波长结构单元组成

的薄层局域地控制空间光场的相位、偏振、振幅等物

理量。超表面器件可以有效地调控光特性从而实现

特定应用［１－３］，同时避免了光在体块材料内部传输

造成巨大损耗，具有轻量化、易集成的优点，因而具

有重要的应用前景。

超表面用作聚焦透镜即为超透镜，它可以产生



双曲相位面，从而获得较大衍射效率的聚焦光

束［４－７］。然而，超透镜作为一种衍射型器件，受限于

亚波长结构单元的波长敏感性，往往存在较强的色

散，严重影响其在全色光学应用中的性能。

为解决超透镜的色散问题，国内外的研究者提

出了多种方法。２０１５年，Ｃａｐａｓｓｏ等人实现了采用
色散相位补偿的多波长消色差超表面［８］，使得各个

波长在焦距为７５ｍｍ处聚焦良好。２０１９年，Ｈｕ等
人使用了一种圆柱形单元结构实现了工作在２３４～
２７４ｎｍ的消色差超透镜。使得在宽带范围内焦距
为４７５μｍ几乎保持不变，并且测得的爱里斑的最
大半峰宽度（ＦＷＨＭ）值接近衍射极限尺寸［９］。

２０２２年，Ｃｈｅｎ等人采用了硅纳米柱和相板组成的
集成单元结构实现了波长在１１００～１５００ｎｍ范围内
焦距在３２μｍ处保持基本不变的消色差超透镜［１０］。

以上工作是由科学家根据计算和经验，挑选出光学

响应接近于设计目标的单元结构，进行组合构成超

透镜初始结构，然后再仿真分析其性能，并对结构进

行优化微调，如此反复迭代，直到超透镜光学响应能

够满足设计要求。人工挑选单元结构可能存在偏

差，多次仿真与参数优化耗费大量时间［１１］。

为实现自动设计与优化，Ｃａｐａｓｓｏ团队在聚焦公
式中引入一个仅与波长相关的优化因子，采用粒子

群优化算法来确定每个波长的优化因子，实现了反

射式消色差超透镜［１２］。另外，国内学者申益佳同样

利用粒子群优化算法设计了一种相位调控型透射式

超透镜，实现了４００～６５０ｎｍ波段的宽带消色差聚
焦功能，并且仿真出的半峰宽度与计算的理论衍射

极限相比具有较高的一致性［１３］。粒子群优化算法

虽然实现方式简单，全局搜索能力强，但缺乏速度的

动态调节，容易陷入局部最优，导致收敛慢且精

度低［１４－１６］。

而智能优化算法中另一种算法是遗传算法，遗

传算法是借鉴自然界生物的进化方式，将生物进化

的过程算法化，并在计算机上进行模拟实现，从而用

来解决实际领域中的优化问题，是一种可以避免限

于局部最值的全局搜索算法［１７－１８］。

因此，为实现宽带超透镜的自动设计，本文首先

在高透过率ＳｉＯ２基底以及高折射率 Ｓｉ纳米柱所组
成的微纳结构基础上，研究固定高度下，不同直径纳

米柱在宽波长范围的调制特性。之后，通过改进粒

子群优化算法并引入遗传算法组成混合算法，搜索

超透镜中每个位置的最佳单元结构，实现了宽带的

消色差超透镜的设计，达到了在正入射的条件下，将

１０００～１２５０ｎｍ红外波段的平面波汇聚到轴上同一
焦点。

２　宽带消色差超透镜设计原理
为实现波长为 λ的平面波在正入射条件下透

过焦距为ｆ的超透镜聚焦，要求超透镜上距透镜中
心为 Ｒ的任一点，对中心提供的相对相位偏移 
（Ｒ）为［１９］：

( )Ｒ ＝－
２π
λ Ｒ２＋ｆ槡

　２( )－ｆ （１）

其中，Ｒ２＝ ｘ２＋ｙ槡
２是超透镜上任意位置（ｘ，ｙ）到光

心的距离（超透镜位于ｚ＝０平面）。
当入射波长带宽为（λｍｉｎ，λｍａｘ）时，由于不同波

长的光在介质中的传播速度不同，并不能对不同波

长入射光产生同样的相位延迟，即不能透过超透镜

聚焦于同一个位置，从而产生色差效应。在固定焦

距ｆ下，Ｒ点的相位分布同波长的函数关系表示下
为式：

ｌｅｎｓ Ｒ，( )λ ＝Ｒ，λ( )
ｍａｘ ＋ΔＲ，( )λ （２）

其中：

ΔＲ，( )λ ＝－ ２π Ｒ２＋ｆ槡
　２( )[ ]－ｆ

１
λ
－ １
λ( )
ｍａｘ

式（２）表明：偏移相位可以被分为两部分，其中

（Ｒ，λｍａｘ）为参考相位，仅仅与λｍａｘ相关而独立于工
作波长λ，利用式（１）就可以获得；!（Ｒ，λ）是一个
与工作波长相关的函数，与１／λ成线性关系，可被
看作在波长λ相对波长λｍａｘ在Ｒ点产生的相位差。

消色差超透镜设计的目的即寻找最佳结构参

数，使其在宽波段约束下，能够提供最接近 （Ｒ）的
调制特性。因此，相位分布 ｌｅｎｓ（Ｒ，λ）需要根据波
长修正，使

!（Ｒ，λ）在各波长下都为０或常数，进
而使其焦点位置调整。

恒定相位差
!（Ｒ，λ）可以通过设计每个单元

结构的传输响应来实现。由于微纳结构对波长的敏

感性，因此引入一个额外的优化因子 Ｃ（λ），通过对
特定波长的相位补偿，实现

!（Ｒ，λ）定值化。消色
差超透镜的相位分布改写为下式：

ｌｅｎｓ（Ｒ，λ）＝（Ｒ，λｍａｘ）＋Δ（Ｒ，λ）＋Ｃ（λ）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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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构建超透镜所需要的理想相位 （Ｒ）是根
据目标超透镜的参数直接计算出来的，而实际相位

由微纳单元结构对光波的调制所提供。因此，需研

究单元结构的调制特性，构建调制特性数据集，从中

筛选符合调制要求的单元结构。

３　微单元结构响应特性数据库构建
由于柱形结构具有结构简单、光学性能优异（可

以实现超广角、低畸变、高分辨率的光学成像）、体积

小巧、易于模块化等优点，因此本文选取的纳米结构

的形状为柱形结构。首先，选择如图１所示的微结构
作为消色差超透镜的基本单元，该结构由二氧化硅基

底和硅纳米柱两部分构成。超透镜的局部相位调控

功能由微单元的材料及结构参数决定。在材料选定

的情况下，调整硅纳米柱形状，考察其调制特性。

用于聚焦成像的超透镜单元应当满足０～２π的
相位调制深度覆盖，需要对单元结构的初始参数进行

相应的设置。已有研究表明，固定硅纳米柱直径情况

下，相位调制深度随单元柱高度的增高而变大［２］。因

此，本文采用固定单元结构高度，改变单元结构直径

的方式来实现相位调制。在数值仿真软件 ＦＤＴＤ中
搭建如图１所示的单元结构，并设置仿真区域及虚拟
监视器。受制造工艺限制，设置单元结构高度为

０６μｍ定值。由于目前超透镜制造的最小可实现宽
度限制为００８μｍ，同时为保障聚焦效率，最大实现
宽度一般设置为相邻单元中心至中心的距离，故纳米

柱半径ｒ的设置范围为（００４μｍ，０２μｍ）。

图１　消色差超透镜的单元结构
Ｆｉｇ１Ｔｈｅｃｅｌ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ａｃｈｒｏｍａｔｉｃｓｕｐｅｒｌｅｎｓ

之后，调整硅纳米柱形状，考察其在不同波长下

的调制特性。以硅纳米柱最小半径 ｒｍｉｎ＝００４μｍ

起始，逐步增大，增大步长
!

ｒ＝００００８μｍ，直至最
大半径 ｒｍａｘ＝０２μｍ为止。选择工作波段（λｍｉｎ，
λｍａｘ）＝（１０００ｎｍ，１２５０ｎｍ）上的 ６个特征波长
（λ０＝１０００ｎｍ，λ１＝１０５０ｎｍ，λ２＝１１００ｎｍ，λ３＝
１１５０ｎｍ，λ４＝１２００ｎｍ，λ５＝１２５０ｎｍ），考察不同半
径微纳结构对每个特征波长的调制特性，记录

ＦＤＴＤ计算所得此半径单元结构对此波长入射光产
生的相位延迟。最后将所得到的６个波长的半径与
相位一一对应构建实际离散相位数据集合［ｒ，λ］，
其中ｒ为微纳单元结构半径，λ为特征波长。

相位延迟数据集［ｒ，λ］如图２所示，可以看出
６个波长的相位覆盖都在［０，２π］之间。

图２　各波长下微纳结构调制特性曲线图

Ｆｉｇ２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ｍｉｃｒｏｎａｎｏ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ａｔｅａｃｈｗａｖｅｌｅｎｇｔｈ

４　ＰＳＯ＿ＧＡ算法寻找最优解
超透镜设计的目的是使单元结构对每个波长所给

出的实际相位波面与理想相位分布之间的差异最小，

如式（４），即使各位置Ｒ上的相位误差函数ε最小：

ε＝∑
λ５

λ＝λ０
∑
Ｒｍａｘ

Ｒ＝０
（Ｒ）－ｌｅｎｓ（Ｒ，λ） （４）

超透镜设计转化为求解Ｃ（λ）使上式取得极小
值的数学问题。本文利用粒子群优化算法加上遗传

算法（ＰＳＯ＿ＧＡ）搜索最优 Ｃ（λ）。ＰＳＯ＿ＧＡ是以粒
子群优化算法作为基本框架，在其中加入了遗传算

法的交叉、变异操作，用于对种群进行更新。该算法

是通过对主循环不断的迭代得到适应度最小所对应

的最佳种群。其中交叉算子的引入可以提升算法的

全局搜索性能，有效避免单一粒子群算法搜索陷入

局部最优值的缺陷。因此组合后的 ＰＳＯＧＡ混行算
法的优化性能可以得到很大的提升［２０］。本文设计

的是数值孔径为ＮＡ＝０５、焦距ｆ＝２０μｍ的宽带消
色差超透镜。利用ＰＳＯ＿ＧＡ算法得到最优 Ｃ（λ）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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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流程如下：

Ｓｔｅｐ１：初始化种群。以３０个取值在（０，２π）间
的随机数作为某波长下 Ｃ（λ）的初始种群 Ｃｏ，每个
值的位置用下标 ｉ表示，分别设置不同波长初始化
种群Ｃｏ（λ），特征波长标号以下标 ｊ表示，因此，
Ｃｏ（λ）构成维度为３０×６的向量空间Ｃｏｉ，ｊ。另外，初

始化种群速度ｖｏ，构成３０×６空间向量 ｖｏｉ，ｊ，每个值

为（０，１）之间的随机数。之后，对于种群 Ｃｏ中的每
个粒子Ｃｏｉ，根据式（４）依次计算其适应度εｉ

ｏ并组成

初始种群适应度 ε０。假设每次迭代种群的最优粒
子为ａ，对整个初始种群的适应度 εｏ取最小值得到
最优粒子对应的适应度，即εｏａ＝ｍｉｎ｛ε

ｏ｝。

Ｓｔｅｐ２：利用粒子群优化算法迭代更新种群Ｃｏｉ，ｊ。第

ｉ个粒子第 ｊ个列向量 Ｃｔｉｊ在第 ｔ次迭代的更新如式
（５），其中参数设定为：惯性因子ｗ＝０８，个体学习因子
ｃ１＝１４９４４５，群体学习因子ｃ２＝１４９４４５，ｒ１

ｔ，ｒ２
ｔ为［０，

１］内的随机数，每次迭代时随机更新。
Ｖｔ＋１ｉｊ ＝ｗｖ

ｔ
ｉｊ＋ｃ１ｒ

ｔ
１?ε

ｔ－Ｃｔｉｊ」＋ｃ２ｒ
ｔ
２?ε

ｔ
ａ－Ｃ

ｔ
ｉｊ」

Ｃ′ｉｊ＝Ｃ
ｔ
ｉｊ＋ｖ

ｔ＋１{
ｉｊ

（５）
Ｓｔｅｐ３：对更新后的种群 Ｃ′进行交叉、变异操

作，具体过程为：

交叉操作：随机选择Ｃ′中的两个行向量Ｃ′ｉ１和Ｃ′ｉ２
对其采用公式（６）进行交叉操作得到Ｃ′ｉ１１和Ｃ′ｉ２２，其中

β１，β２为数值为（０，１）的随机数，将Ｃ′中Ｃ′ｉ１和Ｃ′ｉ２的两
个行向量用Ｃ′ｉ１１和Ｃ′ｉ２２来替换得到种群Ｃ″。

Ｃ′ｉ１１ ＝β
Ｔ
１·Ｃ′ｉ１＋（１－β１）

Ｔ·Ｃ′ｉ２
Ｃ′ｉ２２ ＝β

Ｔ
２·Ｃ′ｉ１＋（１－β２）

Ｔ·Ｃ′ｉ{
２

（６）

变异操作：首先生成取值在（０，１）间的 １０×６
维度的随机向量Ｔｉｊ，对其进行放大、偏移计算，得到
Ｔｉｊ″。再从种群 Ｃ″随机挑选１０行向量，用 Ｔ″ｉｊ代替

原向量，得到种群Ｃ１，计算过程如式（７）所示：
Ｔ″ｉｊ＝２πＴｉｊ＋２π

Ｃ″ｐｊ＝Ｔ″{
ｉｊ

（７）

其中，下标ｐ表示随机挑选某一行向量。
Ｓｔｅｐ４：由式（４）计算种群Ｃ１中每个粒子Ｃ１ｉ的适

应度ε１ｉ并组成种群Ｃ
１的适应度ε１，对ε１取最小值

得到该种群最优粒子对应的适应度εａ１，将其保存到
集合Ｍ中，集合Ｍ是每次迭代后种群中最优粒子对
应的适应度所组成的集合。返回Ｓｔｅｐ２继续迭代。

Ｓｔｅｐ５：迭代若干次后，使用 ｍａｔｌａｂ将集合 Ｍ中
的值画成适应度曲线，观察其是否收敛。若不收敛

返回Ｓｔｅｐ２继续迭代，若收敛则计算最终迭代那一
次种群的适应度εＮ（假设第Ｎ次迭代适应度曲线收
敛），并对εＮ取最小值计算其最优粒子对应的适应
度εＮａ，并返回该适应度ε

Ｎ
ａ对应的最优粒子Ｃ

Ｎ
ａ。

利用ＰＳＯ＿ＧＡ算法得到最佳的６个Ｃ（λ）列于表１。
表１　各个波长对应的最优的优化因子Ｃ（λ）
Ｔａｂ．１Ｔｈｅｏｐｔｉｍａｌ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ｓ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ｔｏｅａｃｈｗａｖｅｌｅｎｇｔｈＣ（λ）

Ｗａｖｅｌｅｎｇｔｈ／ｎｍ Ｃ（λ）

１０００ ０４７６４

１０５０ ０６６９８

１１００ ２６２

１１５０ ４４３４

１２００ ４７１８

１２５０ ５１１６

　　同时，考察本文提出的 ＰＳＯ＿ＧＡ算法和传统
ＰＳＯ算法的性能，结果如图３所示。

图３　ＰＳＯ以及ＰＳＯ＿ＧＡ寻找最优Ｃ（λ）的性能对比图

Ｆｉｇ３ＰＳＯａｎｄＰＳＯ＿ＧＡ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ｃｈａｒｔ

ｆｏｒｆｉｎｄｉｎｇｔｈｅｏｐｔｉｍａｌＣ（λ）

其中，图３（ａ）绘制了两种算法优化下，适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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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下降曲线。可以看出：要使适应度趋于稳定，

ＰＳＯ＿ＧＡ算法所需的迭代次数要小于 ＰＳＯ算法，这
表明ＰＳＯ＿ＧＡ算法的收敛性更好。图３（ｂ）则是１０
次蒙特－卡罗实验结果，两种算法分别运行得到最
优解，计算第１次的最优解与之后每次的最优解的
相关度，并画出折线图。通过比较可以看出：ＰＳＯ＿
ＧＡ算法每次运行结果的相关度起伏较小（实线
型），而 ＰＳＯ算法每次运行结果的相关度起伏剧烈
（虚线型），这表明ＰＳＯ＿ＧＡ算法的稳定性更好。
５　实验验证
５１根据得到的最佳Ｃ（λ）利用ＦＤＴＤ构建超透镜

首先将得到的各个波长最优 Ｃ（λ）带入式（３）
得到超透镜中每个位置对应的最佳相位 ｌｅｎｓ（Ｒ，
λ）。

其次，让超透镜每个位置的最佳相位 ｌｅｎｓ（Ｒ，
λ）分别与相位数据库 ［ｒ，λ］中的值做差，从相位
数据库 ［ｒ，λ］中找到与各个位置最佳相位
ｌｅｎｓ（Ｒ，λ）最接近的那个相位值，其中二者之间的
最大误差为构建相位数据库时单元结构纳米柱半径

增大步长的一半，即
!

ｒ／２＝００００４μｍ。根据 ［ｒ，
λ］中相位与单元结构半径的对应关系，找到每个位
置最优的单元结构。

最后根据选择好的单元结构使用数值仿真软件

ＦＤＴＤ构建超透镜，本文构建的是直径为 ２３３μｍ
的圆形超透镜，其中超透镜的每条直径上分布着４０
个微单元结构，构建结果如图４所示。

图４　微单元阵列构建的超透镜

Ｆｉｇ４Ｍｅｔａｌｅｎｓｅｓ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ｆｒｏｍｍｉｃｒｏｃｅｌｌａｒｒａｙｓ

５２　验证超透镜是否满足消色差需求
超透镜构建完成之后，在数值仿真软件ＦＤＴＤ中

分别使用波长为 １０００ｎｍ，１０５０ｎｍ，１１００ｎｍ，
１１５０ｎｍ，１２００ｎｍ，１２５０ｎｍ的平面波照射超透镜，计
算获得焦平面处的远场光强度分布，如图５所示。其
中，超透镜位于ｚ＝０处，图５（ｂ）是每个波长下，ｘ－ｚ
平面内的光场强度分布图，可以看出每个波长对应的

焦距都在２０μｍ附近；图５（ａ）是每个波长下，ｚ＝

２０μｍ距离处ｘ－ｙ平面的光场分布图，可以看出 λ
＝（１０００～１１５０ｎｍ）的爱里斑能量都比较集中，聚焦
效果较好，而随着波长的增大，即 λ＝（１２００～１２５０
ｎｍ）的爱里斑弥散，表明出现色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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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不同波长通过超透镜后的平面光场分布图

Ｆｉｇ５Ｐｌａｎａｒｌｉｇｈｔｆｉｅｌ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ｄｉａｇｒａｍａｆｔ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ａｖｅｌｅｎｇｔｈｓｐａｓ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ｍｅｔａｌｅｎｓ

５３　定量的评估与对比
为定量评估宽带消色差透镜的聚焦性能，分别

计算特征波长的衍射极限，并搜索图４（ｂ）中的爱里
斑的半峰宽度（ＦＷＨＭ），列于表２。通过比较可以
看出，二者具有较好的一致性，说明聚焦效果良好。

另外，表 ２还列出了利用 ＰＳＯ算法得到的
ＦＷＨＭ。通过计算得出利用 ＰＳＯ算法得到的
ＦＷＨＭ与衍射极限的最大误差 ｅｒｒｍａｘ１＝０５８１，利用
ＰＳＯ＿ＧＡ算法得到的 ＦＷＨＭ与衍射极限的最大误
差ｅｒｒｍａｘ２＝０２５９。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利用ＰＳＯ＿ＧＡ
算法得到的ＦＷＨＭ与衍射极限的最大误差较小，说
明利用ＰＳＯ＿ＧＡ算法得到超透镜聚焦效果更好。

表２　理论衍射极限与优化设计所得超透镜
爱里斑直径比较

Ｔａｂ．２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ｄｉｆ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ｌｉｍｉｔ
ａｎｄｔｈｅ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ｏｆｔｈｅＡｉｒｙｓｐｏｔ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ｂｙｔｈｅ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ｔｈｅｓｕｐｅｒｌｅｎｓ

Ｗａｖｅｌｅｎｇｔｈ／ｎｍ Ｄｉｆ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ｌｉｍｉｔ ＦＷＨＭ（ＰＳＯ） ＦＷＨＭ（ＰＳＯ＿ＧＡ）

１０００ ０８６×１０－６ １０９６×１０－６ ０８９６×１０－６

１０５０ ０９０３×１０－６ １１３６×１０－６ １０２４×１０－６

１１００ ０９４６×１０－６ １１５２×１０－６ １０２４×１０－６

１１５０ ０９８９×１０－６ １３７２×１０－６ １２２４×１０－６

１２００ １０３２×１０－６ １４７６×１０－６ １３２７×１０－６

１２５０ １０７５×１０－６ １６５６×１０－６ １３１６×１０－６

６　总　结
本文设计了以二氧化硅为基底的硅纳米柱单元

结构，首先通过改变其半径来获取不同半径对应的

不同相位构建相位数据库，然后通过 ＰＳＯ＿ＧＡ算法
找到每个波长最优的Ｃ（λ），并根据Ｃ（λ）从相位数
据库中找到超透镜每个位置最佳的单元结构，最后

在ＦＤＴＤ上构建超透镜，此透镜对１０００～１２５０ｎｍ波
长范围光波聚焦效果，最大焦深差＜３μｍ，最大焦斑
半径差＜１μｍ，说明具有良好的聚焦效果。本文所使
用的ＰＳＯ＿ＧＡ算法相对于传统的ＰＳＯ算法具有更快
的收敛速度以及更高的稳定性，另外利用ＰＳＯ＿ＧＡ算
法构建的超透镜相较于利用ＰＳＯ算法构建的超透镜
在聚焦效果以及光斑质量上也具有明显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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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ＺｈａｏＺ，ＰｕＭ，ＧａｏＨ，ｅｔａｌ．Ｍｕｌｔｉ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ｏｐｔｉｃａｌｍｅｔａｓｕｒ

ｆａｃｅｓｅｎａｂｌｅｄｂｙａｃｈｒｏｍａｔｉｃｐｈａｓｅ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Ｊ］．Ｓｃｉｅｎｔｉｆ

ｉｃＲｅｐｏｒｔｓ，２０１５，５（１３）：１５７８１．

［９］　Ｎｏｎｅ．Ｆｉｎｄｉｎｇｓｉｎｔｈｅａｒｅａｏｆｎａｎｏｐｈｏｔｏｎｉｃｓｒｅｐｏｒｔｅｄｆｒｏｍ

Ｈｕａｚｈ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ｐｏｌａｒｉｚａ

ｔｉｏｎｉｎ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ａｎｄａｃｈｒｏｍａｔｉｃｍｅｔａｌｅｎｓａｔｕｌｔｒａｖｉｏｌｅｔ

ｗａｖｅｌｅｎｇｔｈｓ）［Ｊ］．Ｎａｎ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Ｗｅｅｋｌｙ，２０１９．

［１０］ＣｈｅｎＹｕｆｅｎｇ，ＨｕａｎｇＬｉｎｇｌｉｎｇ，ＬｉｕＢｉｎｇｙｉ，ｅｔａｌ．Ｂｒｏａｄ

ｂａｎｄａｃｈｒｏｍａｔｉｃｍｅｔａｌｅｎｓａｎｄｍｅｔａｄｅｆｌｅｃｔｏｒｂａｓｅｄｏｎｉｎ

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ｍｅｔａｓｕｒｆａｃ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ｈｙｓｉｃｓＤ：Ａｐｐｌｉｅｄ

Ｐｈｙｓｉｃｓ，２０２２，５５（２）．

［１１］ＡｎＸｉｐｅｎｇ．Ｂｒｏａｄｂａｎｄａｒｃｈｒｏｍａｔｉｃｍｅｔａｌｅｎｓｄｅｓｉｇｎｂａｓｅｄ

ｏｎｄｅｅｐｌｅａｒｉｎｇ［Ｄ］．Ｗｕｈａｎ：Ｈｕａｚｈ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ｔｙｏｆＳｃｉ

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安希鹏．基于深度学习的宽谱消色差超透镜设计研究

２７２ 激 光 与 红 外　　　　　　　　　　　　　　　　　　　　 第５４卷



［Ｄ］武汉：华中科技大学，２０２１．

［１２］ＭＫｈｏｒａｓａｎｉｎｅｊａ，Ｚ，ｅｔａｌ．Ａｃｈｒｏｍａｔｉｃｍｅｔａｌｅｎｓｏｖｅｒ

６０ｎｍｂａｎｄｗｉｄｔｈｉｎｔｈｅｖｉｓｉｂｌｅａｎｄｍｅｔａｌｅｎｓｗｉｔｈｒｅｖｅｒｓｅ

ｃｈｒｏｍａｔｉｃ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Ｊ］．Ｎａｎｏ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１７，１７（３）：

１８１９－１８２４．

［１３］ＳｈｅｎＹｉｊｉａ，ＸｉｅＸｉｎ，ＰｕＭｉｎｇｂｏ，ｅｔａｌ．Ａｃｈｒｏｍａｔｉｃｍｅｔ

ａｌｅｎ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ｖｅ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

ｐｈａｓｅａｎｄ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ｐｈａｓｅ［Ｊ］．Ｏｐｔｏ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Ｅｎｇ．，

２０２０，４７（１０）：１０－１１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申益佳，谢鑫，蒲明博，等．基于传输相位和几何相位

协同调控的消色差超透镜［Ｊ］．光电工程，２０２０，４７

（１０）：１１０－１１８．

［１４］ＦｉｔａｓＲｉｃａｒｄｏ，ｄａｓＮｅｖｅｓＣａｒｎｅｉｒｏＧｏｎａｌｏ， 槇Ｃｏｎｃｅｉａｏ

ＡｎｔóｎｉｏＣａｒｌｏｓ．Ａｎｅｌｉｔｉｓｔｍｕｌｔｉ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ｗａｒｍ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ｆｏｒ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ｄｅｓｉｇｎ

［Ｊ］．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２０２２，３００：１１６１５８．

［１５］ＬｉｕＸｕ，ＬｉＺｈｅｎｈａｏ，ＸｕＰｅｎｇ，ｅｔａｌ．Ｊｏｉｎｔ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ｏｒ

ｂａｎｄｗｉｄｔｈ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ｌａｙｂａｓｅｄｏｎ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ｗａｒｍ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Ｊ］．ＩＥＥＥＡＣＣＥＳＳ，２０２１，９：９２１２５－９２１３３．

［１６］ＲｅｈｍａｎＡｔｉｑＵｒ，ＩｓｌａｍＡｓｈｈａｄｕｌ，ＢｅｌｈａｏｕａｒｉＳａｍｉｒＢｒａｈｉｍ．

Ｍｕｌｔｉｃｌｕｓｔｅｒｊｕｍｐｉｎｇ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ｗａｒｍ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ｆａｓｔ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Ｊ］．ＩＥＥＥＡＣＣＥＳＳ，２０２０，８：１８９３８２－１８９３９４．

［１７］ＬｉｕＴｉａｎｗｅｉ，ＢａｉＪｉａｎｇｂｏ，ＦａｎｔｕｚｚｉＮｉｃｈｏｌａｓ，ｅｔａｌ．Ｍｕｌｔｉ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ｏｐｔｉｍｉｓａｔｉｏｎｄｅｓｉｇｎｓｆｏｒｔｈｉｎｗａｌｌｅｄｄｅｐｌｏｙａｂｌ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ｈｉｎｇｅｓｕｓｉｎｇｓｕｒｒｏｇａｔｅｍｏｄｅｌｓａｎｄ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ｌｇｏ

ｒｉｔｈｍｓ［Ｊ］．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２０２２，２８０：１１４７５７．

［１８］ＧａｒｃíａＣａｒｒｉｌｌｏＭｉｇｕｅｌ，ＥｓｐｉｎｏｚａＭａｒｔíｎｅｚＡｄｒｉａｎａＢ．，

ＲａｍｏｓｄｅＶａｌｌｅＬｕｉｓＦ．，ｅｔａｌ．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ｔｈｅｒｍａｌ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ｈｉｇｈｄｅｎｓｉｔｙｐｏｌｙ

ｅｔｈｙｌｅｎｅｃａｒｂｏｎ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ｂｙ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ａｎｄｍｕｌｔｉ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Ｊ］．Ｃｏｍ

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２２，２０１：１１０９５６．

［１９］ＫａｎｗａｌＳ，ＷｅｎＪ，ＹｕＢ，ｅｔａｌ．Ｈｉｇｈ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ｂｒｏａｄ

ｂａｎｄ，ｎｅａｒｄｉｆ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ｌｉｍｉｔｅｄ，ｄｉ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ｍｅｔａｌｅｎｓｉｎｕｌｔｒａ

ｖｉｏｌｅｔ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Ｊ］．Ｎａｎｏ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２０２０，１０（３）．

［２０］ＨａｒｉｓｈＧａｒｇ．ＡｈｙｂｒｉｄＰＳＯＧＡ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ｆｏｒ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Ｊ］．Ａｐｐｌｉｅｄ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Ｃｏｍ

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６，２７４：２９２－３０５．

３７２激 光 与 红 外　Ｎｏ．２　２０２４　　　　　　李昭慧等　基于粒子群与遗传算法的消色差超透镜自动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