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５９卷第４期２０１０年４月
１０００３２９０ ／ ２０１０ ／ ５９（０４）／２３５６　 ０８

物　 理　 学　 报
ＡＣＴＡ ＰＨＹＳ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Ｖｏｌ． ５９，Ｎｏ． ４，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０
２０１０ Ｃｈｉｎ． Ｐｈｙｓ． Ｓｏｃ．

椭偏与光度法联用精确测定吸收薄膜的
光学常数与厚度

周　 毅　 吴国松　 代　 伟　 李洪波　 汪爱英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宁波　 ３１５２０１）
（２００９年６月１８日收到；２００９年７月２８日收到修改稿）

　 　 介绍了一种同时利用椭偏仪和分光光度计精确测量薄膜光学常数的方法，并详细比较了该方法与使用单一
椭偏仪拟合结果的可靠性．采用可变入射角光谱型椭偏仪（ＶＡＳＥ）表征了２５０—１７００ ｎｍ波段辉光放电法沉积的类
金刚石薄膜，研究发现当仅用椭偏参数拟合时，由于厚度与折射率、消光系数的强烈相关性，无法得到吸收薄膜光
学常数的准确解．如果加入分光光度计测得的透射率同时拟合，得到的结果具有很好的惟一性．该方法无需设定色
散模型即可快速拟合出理想的结果，特别适合于确定透明衬底上较薄吸收膜的光学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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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随着光电技术以及微电子技术的快速发展，薄

膜的应用领域越来越广，各种厚度只有几百甚至数
十纳米的单层或多层功能薄膜成为当前材料研究
的热点．薄膜的厚度ｄ，以及光学常数（折射率ｎ和
消光系数ｋ）决定了薄膜的透射、反射和吸收等各种
光学特性，对于光学薄膜而言，折射率和消光系数
的精确测定是进行光学设计的前提条件．对于半导
体材料和器件，薄膜的吸收光谱α（λ）（吸收系数α
＝ ４πｋ ／ λ）可用来研究电子能带结构、光学跃迁、声
子行为等重要物理性质［１］．尤其是诸如薄膜晶体
管、太阳能电池和图像传感器等现代电子器件的性
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薄膜的光学性质［２］．因此，精
确确定厚度与光学常数对于研究薄膜的性质具有
重要意义．

确定薄膜厚度和光学常数最常用的方法有光
度法以及椭偏法．光度法基于分光光度计测量的透
射率和反射率来计算光学常数，具有仪器结构简
单、操作方便的优点，具体又可细分为包络线法、全
谱拟合法等几种．包络线法是最为常用的方法，但
只能用于弱吸收薄膜（ｋｎ），同时要求薄膜较厚以

产生至少４—５个干涉极值［３—５］．全谱拟合法则需要
借助色散模型，选用不同的色散模型对结果影响很
大［６］．椭偏法具有无损非接触、高灵敏度、高精度的
特点，无需特别制备样品，能对数纳米厚的超薄薄
膜测量，是目前精确测量薄膜光学常数最主要的方
法［７］．但是，椭偏法的数学计算复杂，在数据拟合
时，通常也需要借助色散模型减少拟合参数［８—１０］．
在测量吸收薄膜，特别是厚度小于１００ ｎｍ的很薄的
吸收薄膜时，由于厚度与光学常数之间很强的关联
性［１１，１２］，往往难以得到惟一的结果．鉴于此，本文采
用椭偏仪和分光光度计同时联合使用，建立了一种
不需要色散模型即可精确得到吸收薄膜厚度和光
学常数的方法．

２ 基本理论

２ １ 椭偏法的基本理论
　 　 关于椭偏仪测量光学常数的原理，众多文献中
已有详细的论述［７，１３］，这里只做简要叙述．

光线以一定角度入射到薄膜样品上，考虑光线
在空气／薄膜界面和薄膜／衬底界面的多次反射，ｐ
偏振光和ｓ偏振光的复数反射系数（分别用ｒｐ 和ｒ 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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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可由光的干涉原理计算得到．定义反射系数
比ρ ＝ ｒｐ ／ ｒ ｓ，也是一个复数，它由空气的折射率ｎ０，
薄膜的厚度ｄ ｆ 和光学常数ｎ ｆ，ｋ ｆ 以及衬底光学常数
ｎ ｓ，ｋ ｓ决定，可表示成

ρ ＝ ｒｐ ／ ｒ ｓ ＝ ｔａｎψ·ｅｉΔ
＝ Ｆ（ｎ０，ｎ ｆ，ｋ ｆ，ｄ ｆ，ｎ ｓ，ｋ ｓ）． （１）

式中，ψ和Δ为椭偏参数，由椭偏仪实际测量得到
的，可表示为

ψ ＝ ａｒｃｔａｎ ｒｐ ／ ｒ ｓ ， （２）
Δ ＝ δｐ － δ ｓ， （３）

其中，δｐ 和δ ｓ分别为ｐ和ｓ偏振光的位相．方程（２）
和（３）一般称为椭偏方程．因空气的折射率和衬底
光学常数已知，椭偏方程实际只有三个未知数．传
统单波长椭偏仪只能测量某一波长下的椭偏参数，
此时有薄膜厚度、折射率和消光系数三个量未知，
但仅有ψ和Δ的两个方程，显然无法解得光学常
数．即使是ｋ ＝ ０的理想无吸收薄膜，由于椭偏方程
是复杂的超越方程，仍旧无法得到解析解，只能借
助于计算机拟合的方法求解． 光谱型椭偏仪
（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ｅｌｌｉｐｓｏｍｅｔｒｙ，ＳＥ）能同时测量多个波
长下的椭偏参数，可以得到光学常数随波长的色散
关系．假设可同时测量Ｎ个波长，则可得到２Ｎ个椭
偏方程，未知参数有Ｎ个波长下的ｎ ｆ 和ｋ ｆ，以及薄
膜厚度ｄ ｆ，共２Ｎ ＋ １个，仍然大于方程个数．如果薄
膜在一部分波段是透明的，则可先用该波段的数据
拟合来确定薄膜厚度，继而推得整个波长范围内的
光学常数；否则，若薄膜无透明区域，要想直接得到
光学常数会十分困难．

拟合时，首先要建立物理模型，然后软件根据
建立的模型计算出ψ和Δ，并与测量值比较．采用均
方误差σ（ｍｅａｎ ｓｑｕａｒｅ ｅｒｒｏｒ，ＭＳＥ）来评价模型计算
值与实验测量值的符合程度．椭偏参数的反演拟合
实际上就是寻找σ最小值的过程，σ越小，计算值
与实验值误差越小，所得结果越可信． σ定义为

σ ＝ １
２Ｎ － Ｍ

Ｎ

ｉ ＝
[

１

ψｍｏｄｉ － ψ ｅｘｐｉ
σ ｅｘｐψ，

( )
ｉ

２

＋ Δｍｏｄｉ － Δ ｅｘｐｉ
σ ｅｘｐΔ，

( )
ｉ

]
２

， （４）

其中，Ｎ为椭偏仪同时测量的波长数量，即获得的ψ
和Δ总对数；Ｍ为所选取拟合参数的数目；ψ ｅｘｐｉ 和
ψｍｏｄｉ ，Δ ｅｘｐｉ 和Δｍｏｄｉ 分别为测量和根据模型计算的ψ和
Δ值；σ ｅｘｐψ，ｉ和σ ｅｘｐΔ，ｉ为ψ与Δ值的测量误差，由仪器精
度决定．

用不同方法拟合时，参数个数Ｍ可能不同，对
σ有一定的影响，为了统一比较标准，我们定义
σ０ ＝

１
２Ｎ

Ｎ

ｉ ＝ １

ψｍｏｄｉ － ψ ｅｘｐｉ
σ ｅｘｐψ，

( )
ｉ

２

＋ Δｍｏｄｉ － Δ ｅｘｐｉ
σ ｅｘｐΔ，

( )
ｉ

[ ]
２

．

（５）
　 　 评价一种拟合方法的好坏，主要标准是用该方
法能否快速收敛得到最小的σ０，所以σ０ 的绝对大
小并不是最重要的，还要考察拟合过程中不同假定
厚度时的σ０ 值相对于最小σ０ 的大小，因此我们定
义“归一化σ０”———σ ｎ０（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σ０）的概念，它等
于σ０ 除以最小σ０ 值，显然σ ｎ０≥１． σ ｎ０ 越接近１，该
拟合与最佳拟合相差越小．
２ ２ 光度法的基本理论
　 　 具有复折射率Ｎ ｆ ＝ ｎ ｆ ＋ ｉｋ ｆ，位相厚度δ ＝
２π
λ
Ｎ ｆｄ ｆ的薄膜，镀制在折射率为ｎ ｓ 的衬底上，光从

薄膜一侧的空气垂直入射时总反射率Ｒ和透射率Ｔ
可表示为［１４］

Ｒ ＝ Ｒ ＋ｆ ＋
Ｔ２ｆ Ｒ ｂ

１ － Ｒ －ｆ Ｒ ｂ
， （６）

Ｔ ＝
Ｔ ｆＴｂ

１ － Ｒ －ｆ Ｒ ｂ
． （７）

其中Ｒ ＋ｆ 和Ｒ －ｆ 分别是从空气侧入射和从衬底侧入射
时薄膜的强度反射率，Ｔ ｆ 是薄膜的强度透射率（均
不计衬底背反射）．与其对应的振幅反射系数ｒ ＋ｆ ，ｒ －ｆ
以及振幅透射系数ｔ ｆ可由下列公式算得：
ｒ ＋ｆ ＝

（ｎ０ － ｎ ｓ）ｃｏｓδ ＋ ｉ（ｎ０ｎ ｓ ／ Ｎ ｆ － Ｎ ｆ）ｓｉｎδ
（ｎ０ ＋ ｎ ｓ）ｃｏｓδ ＋ ｉ（ｎ０ｎ ｓ ／ Ｎ ｆ ＋ Ｎ ｆ）ｓｉｎδ， （８）

ｒ －ｆ ＝
（ｎ ｓ － ｎ０）ｃｏｓδ ＋ ｉ（ｎ０ｎ ｓ ／ Ｎ ｆ － Ｎ ｆ）ｓｉｎδ
（ｎ ｓ ＋ ｎ０）ｃｏｓδ ＋ ｉ（ｎ０ｎ ｓ ／ Ｎ ｆ ＋ Ｎ ｆ）ｓｉｎδ， （９）

ｔ ｆ ＝
２ｎ０

（ｎ０ ＋ ｎ ｓ）ｃｏｓδ ＋ ｉ（ｎ０ｎ ｓ ／ Ｎ ｆ ＋ Ｎ ｆ）ｓｉｎδ ． 　（１０）
则强度反射率和透射率为

Ｒ ＋ｆ ＝ ｒ
＋
ｆ （ｒ ＋ｆ ）， （１１）

Ｒ －ｆ ＝ ｒ
－
ｆ （ｒ －ｆ ）， （１２）

Ｔ ｆ ＝
ｎ ｓ
ｎ０
ｔ ｆ ｔ

ｆ ． （１３）

（６）和（７）式中的Ｒ ｂ 和Ｔｂ 是衬底／空气界面的强度
反射率和透射率，计算公式为

Ｒｂ ＝
（ｎ０ － ｎ ｓ）２
（ｎ０ ＋ ｎ ｓ）２

＝ １ － Ｔｂ， （１４）
由此我们看出，Ｒ和Ｔ同样决定于薄膜的厚度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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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常数．

３ 实验方法

３ １ 样品制备
　 　 采用自主设计、韩国Ｊ ＆ Ｌ公司加工制造的Ｐ６００
型混合等离子体沉积设备，通过辉光放电法制备类金
刚石（ＤＬＣ）薄膜，工作气体为Ｃ２Ｈ２ ．衬底为１ ｍｍ厚
的石英玻璃，放入腔体前依次用去离子水、丙酮和无
水乙醇超声波各清洗１０ ｍｉｎ，最后吹干，置于基架上
放入真空室．当真空度达到２ ５ × １０ － ３ Ｐａ时，通入流
量为４０ ｍｌ ／ ｍｉｎ的Ａｒ气，在－ １００ Ｖ偏压下对样品刻
蚀５ ｍｉｎ，充分去除衬底表面存在的各种污染物．随
后，衬底施加－ ３００ Ｖ的脉冲偏压，通入流量为５０ ｍｌ ／
ｍｉｎ的Ｃ２Ｈ２ 开始辉光放电薄膜沉积，调控腔体的工
作压强为０ ６７ Ｐａ，薄膜沉积时间４０ ｍｉｎ．

３ ２ 测试方法
　 　 椭偏测试采用美国Ｗｏｏｌｌａｍ公司生产的Ｍ
２０００ＤＩ可变入射角光谱型椭偏仪（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ａｎｇｌｅ
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ｅｌｌｉｐｓｏｍｅｔｒｙ，ＶＡＳＥ），该椭偏仪ψ与Δ
精度优于０ ０１５°，波长范围１９０—１７００ ｎｍ，共７１４
个波长通道．从图１（ａ）椭偏测量时的光路示意图可
看到衬底下表面背反射的非相干光会进入探测器
影响测量结果，为避免背反射光的干扰，在椭偏测
量前用喷砂的方法将石英背面处理成如图１（ｂ）的
粗糙表面．入射角选用５５°，６５°和７５°，数据分析计
算采用仪器自带的ＷＶＡＳＥ３２ 软件，该软件基于
ＬｅｖｅｎｂｅｒｇＭａｒｑｕａｒｄｔ算法可以快速反演拟合椭偏参
数．利用美国Ｐｅｒｋｉｎ Ｅｌｍｅｒ公司的Ｌａｍｂｄａ ９５０型紫
外／可见／近红外分光光度计测量垂直入射时样品
的透射率，测量波长为２５０—１７００ ｎｍ，扫描步长
１ ｎｍ．

图１　 椭偏测量的光路示意图　 （ａ）衬底背面为光学平面，（ｂ）衬底背面为粗糙表面

４ 结果与讨论
衬底光学常数的准确是采用椭偏仪精确测定

薄膜光学常数的前提．为此，本研究中并没有采用
ＷＶＡＳＥ３２软件自带的材料数据库中石英的光学常
数，而是使用椭偏仪单独测定了石英玻璃在２５０—
１７００ ｎｍ范围内的光学常数．在该波段内石英完全
透明，为后面的研究带来了方便．

拟合之前必须建立物理模型，考虑到薄膜／空
气界面并不是理想的光滑平面，尺度远远小于波长
的微观粗糙层散射很小，若在表面添加一层粗糙
层，既符合实际情况又可使拟合结果大大改
善［１５—１７］．在本研究中选用如图２所示的模型，表
面粗糙层由５０％薄膜和５０％空隙组成，其光学常

数用Ｂｒｕｇｇｅｍａｎ有效介质近似（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ｍｅｄｉｕｍ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ｉｏｎ，ＥＭＡ）［１８—２０］理论处理．

图２　 椭偏拟合采用的物理模型

４ １ 单一椭偏参数拟合的分析
　 　 由上文分析可知，当薄膜有吸收时，仅使用椭
偏数据（简称ＳＥ方法）无法直接拟合所有未知数．
所以，基本的策略就是先确定或假设薄膜的厚度，
然后再拟合ψ与Δ，寻找最小的σ来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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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先不考虑粗糙层，根据经验，ＤＬＣ薄膜在波
长１０００ ｎｍ 以上的红外区吸收较弱，选用带有
Ｕｒｂａｃｈ吸收的柯西色散模型，很快可以得到较好的
拟合结果（σ ＝ ０ ５６３２，ｄ ｆ ＝ ６２ ５２６ ｎｍ）．

２）把拟合范围扩展到２５０—１７００ ｎｍ，由于薄膜
吸收较大，无法再采用简单的柯西模型描述．采用
普通拟合方法，固定厚度值ｄ ｆ ＝ ６２ ５２６ ｎｍ不变，选
择ｎ ｆ和ｋ ｆ作为可变的拟合量，经过一段时间的软件
计算，得到σ ＝ ４ ０４５２．

３）采用如图２模型，添加表面粗糙层并使它的
厚度ｄ ｓ与ｎ ｆ，ｋ ｆ同时作为拟合量（仍然固定ｄ ｆ），得
到σ ＝ １ ６２５６，ｄ ｓ ＝ ７ １５４ ｎｍ．

尽管σ并不大，但结果是否可靠还需要进一步
探讨．在３５—１１０ ｎｍ厚度范围内选取２０个值作为
ｄ ｆ的初值，重复第３步，得到不同厚度对应的σ．将
σ转换为σ ｎ０ 值得到图３（ａ），可以看到，当厚度小于
９０ ｎｍ 时，拟合结果都具有较小的σ ｎ０ 值（小于
２ ５），极小值不明显．进一步缩小测试区间，在６８—
７８ ｎｍ的小范围内再选取２０个厚度研究，比较σ ｎ０
值（图３（ｂ）），当厚度ｄ ｆ ＝ ７３ ２５０ ｎｍ时，出现了最
小σ ＝ １ １８１２，此时ｄ ｓ ＝ ２ ７８０ ｎｍ．但是仔细考察图
３（ｂ），可以发现整个范围内的σ０ 非常接近，尤其是
在６９—７７ ｎｍ内，σ ｎ０ 值均小于１ １，意味着与最小的
σ０ 相比，彼此之间差距不到１０％ ． 尽管当ｄ ｆ ＝
７３ ２５０ ｎｍ时σ０ 是最小的，但如果考虑到测量时仪
器的各种误差以及样品表面的非完美性，那么几乎
可以认为６９—７７ ｎｍ的拟合结果都相当满意．表１
列出了该范围内５个代表性厚度值的结果，将它们
拟合得到的折射率ｎ曲线进行比较，如图４所示，大
多数波长下它们之间有着显著的差别———薄膜厚
度２ ｎｍ的不确定度就可能会带来折射率０ ０１以上
的误差，而对于ｎ的测定，至少要求精确到０ ０１才
是有意义的．也就是说，在完全不同的光学常数与
厚度的组合下，都能得到很好的拟合结果．

吸收薄膜厚度与光学常数呈现出这种强烈的
关联性，使得要精确测定光学常数变得非常困
难［１２，２１，２２］． Ｈｉｌｆｉｋｅｒ 等［２３］提出“惟一性区间”
（ｕｎｉｑｕｅｎｅｓｓ ｒｅｇｉｏｎ）的概念来评价拟合结果的可靠
程度．归一化σ（或σ０）值小于１ １的厚度区间称为
惟一性区间，该区间越小越好．在本研究中，该值约
为８ ｎｍ，因此可以这样认为，仅使用椭偏仪不仅无
法得出吸收薄膜的厚度，更不能精确确定该薄膜的
光学常数．

表１　 两种方法拟合结果的比较
拟合方法 ｄ ｆ ／ ｎｍ ｄ ｓ ／ ｎｍ σ σ０ σｎ０

６９ ８２９ ４ ５９４ １ ２７７２ １ ０４２６ １ ０８１４
７１ ４０８ ３ ８７０ １ ２０８９ ０ ９８６９ １ ０２３６

ＳＥ ７３ ２５０ ２ ７８０ １ １８１２ ０ ９６４１ １
７５ ６１８ １ ０２３ １ ２２２６ ０ ９９８１ １ ０３５２
７７ １９７ ０ １ ２９０２ １ ０５３２ １ ０９２４
６９ ６３２ ３ ７８１ １ ４３３５ １ ２１１１ １ ３３５３
７０ ６８４ ３ ７６４ １ ２１２８ １ ０２４６ １ １２９７

ＳＥ ＋ Ｔ ７２ ２１３ ３ ６０１ １ ０７３７ ０ ９０６９ １
７５ ４２１ ２ ７２８ １ ５９６８ １ ３４９０ １ ４８７４
７７ ０００ ２ ０３５ ２ ０４９５ １ ７３１４ １ ９０９１

图３　 ＳＥ与ＳＥ ＋ Ｔ方法得到的σｎ０ 随厚度ｄ ｆ的变化关系　 （ａ）
３５—１１０ ｎｍ，（ｂ）６８—７８ ｎｍ

４ ２ 透射率与椭偏参数同时拟合的分析
　 　 吸收薄膜椭偏法拟合出现光学常数关联性的
根本原因，在于未知参数的数量大于方程数，椭偏
方程无惟一解，这直接导致了一定范围内不同的ｄ，
ｎ，ｋ组合都可产生较好的拟合结果，从而使结果离
散性大．要解决这一问题，可以从两方面入手：第
一，减少未知数．通常椭偏拟合软件都带有很多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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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样品在假定不同厚度下ＳＥ方法拟合得到的折射率ｎ

散关系数学模型，如适用于透明或弱吸收材料的
Ｃａｕｃｙ方程，适用于金属的Ｄｒｕｄｅ模型，适用于半导
体的Ｌｏｒｅｎｔｚ模型，通过光学常数的参数化，大大减
少了未知数的个数．但该方法的缺点需要对材料的
物理性质有一定的了解才能决定使用何种模型；而
且由于材料在不同的波长区段光学性质常常截然
不同，需选用不同的模型．单一模型的错误选择可
能导致忽略掉一些光学常数的细微变化．第二，增
加方程的数量，提供更多的限定条件．采用多入射
角虽然得到了更多数据，但往往不能提供新的限定
条件，它所起的作用通常是减小实验误差，验证拟
合结果的正确性［１０，１１］．

由前面的分析可知，薄膜反射率Ｒ和透射率Ｔ
这样的强度量同样决定于薄膜的光学常数．因而增
加Ｒ或Ｔ，可以提供更多有利于光学常数反演计算
的信息．但是，由于反射率测量比较困难，精度一般
不能满足光学常数测定的要求［４，２４］，因此最理想的
方法还是测量薄膜在透明衬底上的透射率Ｔ，将其
与椭偏仪获得的ψ和Δ同时拟合（以下简称ＳＥ ＋ Ｔ
方法），此时未知参数个数仍为２Ｎ ＋ １，但方程个数
为３Ｎ，大于未知参数个数，可大大降低计算的难度．
考虑到加入了透射率Ｔ，σ公式需要修正为

σ ＝ １
２Ｎ － Ｍ

Ｎ

ｉ ＝
[

１

ψｍｏｄｉ － ψ ｅｘｐｉ
σ ｅｘｐψ，

( )
ｉ

２

＋ Δｍｏｄｉ － Δ ｅｘｐｉ
σ ｅｘｐΔ，

( )
ｉ

２

＋ Ｔｍｏｄｉ － Ｔ ｅｘｐｉ
σ ｅｘｐＴ，

( )
ｉ

]
２

， （１５）

相应地，σ０ 也要做同样的修正．
拟合具体过程如下：首先将分光光度计测得的

透射率转换成ＷＶＡＳＥ３２软件的数据格式，将其与

ψ和Δ同时设为拟合参数．开始依然不添加粗糙层，
拟合波段直接选择２５０—１７００ ｎｍ，与上一种ＳＥ方
法不同的是，ｄ ｆ，ｎ ｆ，ｋ ｆ 可以同时选作拟合量，而且并
不需要设定初始值．一段时间计算后即可得到较小
的σ值，同样再添加粗糙层，最终得到的拟合结果
为ｄ ｆ ＝ ７２ ２１３ ｎｍ，ｄ ｓ ＝ ３ ０６１ ｎｍ，σ ＝ １ ０７３７．图５
是该结果的拟合情况，模型计算的结果与实验测量
值ψ，Δ和Ｔ均符合得非常好．

图５　 ＳＥ ＋ Ｔ方法椭偏参数与透射率的拟合情况　 （ａ）ψ，（ｂ）
Δ，（ｃ）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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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用上文的方法研究不同厚度时的拟合情
况，如图３空心三角符号所示，使用ＳＥ ＋ Ｔ方法σ０
的极小值变得非常明显，从图３（ｂ）找出σ０ ｎ 小于
１ １的范围为７１—７３ ５ ｎｍ，惟一性区间值仅为２ ５
ｎｍ，优于ＳＥ方法，而且σ最小值正是刚才拟合得到
的情况，因而可以认为一开始得到的ｄ ｆ ＝ ７２ ２１３ ｎｍ
即是最佳拟合结果．作为与ＳＥ方法对比，表１中同
样列出了ＳＥ ＋ Ｔ方法６９—７７ ｎｍ区间代表性的拟
合结果．

图６给出了ＳＥ和ＳＥ ＋ Ｔ两种拟合方法得到的
光学常数，比较图中的实线与虚线：ｎ在整个范围内
都有一定的差异，其中紫外光区最大差值可达
０ ０２５，可见以及红外区最大的偏差约为０ ００５；消
光系数ｋ在６００ ｎｍ以下最大差值０ ０４以上，红外
区两种方法得到的ｋ趋于一致．总体上两种方法得
到的光学常数差异是很明显的，由于有了透射率的
加入，ＳＥ ＋ Ｔ方法的结果更为可靠．

图６　 ＳＥ与ＳＥ ＋ Ｔ方法拟合得到的光学常数比较

ＤＬＣ是一种非晶半导体［２５］，吸收系数α（α ＝
４πｋ ／ λ）与光学带隙Ｅ ｏｐｔ满足Ｔａｕｃ［２６］方程

αｈν ＝ Ａ（ｈν － Ｅ ｏｐｔ）２ ． （１６）
将（αｈν）１ ／ ２对ｈν作图并进行线性拟合（如图７所
示），延长其直线部分与横坐标相交，得到了该薄膜
　 　 　

的光学带隙Ｅ ｏｐｔ为０ ８７ ｅＶ．

图７　 用Ｔａｕｃ方程确定光学带隙

５ 结 论
建立了一种同时拟合椭偏参数与透射率快速

精确求解吸收薄膜光学常数的方法．在没有色散模
型的情况下，由于未知参数个数大于方程数，使用
单一椭偏法无法快速拟合出光学常数．薄膜厚度与
光学常数之间存在的强烈关联性，导致惟一性区间
较大，在该厚度范围内模型值与实验值都可以符合
得很好．因此，仅拟合椭偏参数无法得到吸收薄膜
的准确光学常数．同时拟合椭偏参数与透射率的实
验结果表明该方法不需要色散模型和相关初始值，
拟合过程简便，结果惟一性好，惟一性区间远小于
仅使用椭偏参数拟合的情况，对于精确确定吸收薄
膜特别是仅有几十纳米厚度薄膜的光学常数是十
分有益的．采用该方法精确测定了２５０—１７００ ｎｍ范
围内ＤＬＣ薄膜的光学常数．结果显示，ＤＬＣ薄膜在
所研究波段均具有不同程度的吸收，由Ｔａｕｃ公式确
定其光学带隙为０ ８７ ｅ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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