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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拓扑物态是当前凝聚态及材料物理领域的关注焦点．声子晶体是具有周期性结构的 人 工 材 料，其 中 的 声 子

态或声波态也可具有拓扑性质．从声子晶体的背景知识出发，介绍了２类拓扑声子晶体的研究进展，即能谷声子晶体和

外尔声子晶体，它们具有良好鲁棒性及超导传输特性的拓扑界／表面波，这种无障碍的传输特性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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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子 晶 体 是 具 有 空 间 周 期 性 的 人 工 结 构 材

料，质量密度及弹性常量在空间周期性排列．声

子晶体拓扑性质的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科研工作

者的关注．本文从声子晶体的背景出发，介绍了

其研究进展．

１　声子晶体的研究背景

１．１　声子晶体的概念

其概念源自自然晶体（固体）———原子在空间

中周期性排列，是自然晶体的拓展．根据固体物

理学中的能带理论，当电子在晶体中运动时受到

晶格的布拉格散射形成带隙或禁带，在禁带内电

子态不能存在．能带理论预言了导体、绝缘体和

半导体并说明了它们的区别．由于波动现象的一

致性，在上世纪９０年代，人们将电子体系中“利用

晶格的周期性操控电子传输”的概念拓展到经典

体系“利用周期性人工结构操控光／声波在其中传

播”．１９８７年，Ｙａｂｌｏｎｏｖｉｔｃｈ［１］和Ｊｏｈｎ［２］分别提出

了光子晶体的概念并于１９９１年得到实验验证［３］．
１９９３年，声 子 晶 体 的 概 念 被 提 出 并 得 到 实 验 验

证［４－１２］．声子晶体通常可由散射体（例如钢球）周

期性排列在另一种基体材料（例如水）中形成，声

波在基体中传播会受到周期性排列的散射体的布

拉格散射作用，从而形成类似电子带隙的“声子带

隙”．频率在带 隙 范 围 内 的 声 波 无 法 在 声 子 晶 体

中传播．由于声波一般难以与电场或磁场相互作

用，有效操控声波的手段有限．声子晶体的出现

为操控声波、设计全新声学器件提供了可能性．
１．２　声子晶体的发展和优势

声子晶体的发展得益于近几十年计算机计算

能力的大幅提升．区别于自然晶体的基本构筑单

元（１个或数个原子）以及结构，不能随意“加工”，
这 由 材 料 的 稳 定 性 决 定．声 子 晶 体 具 有 宏 观 结

构，因而易于加工．可运用现有的成熟加工工艺

和技术，例如微纳刻蚀工艺或３Ｄ打印技术，制备

和 加 工 声 子 晶 体．通 过 改 变 散 射 体 的 大 小 和 形

状［７］，在散射体内部引入更小的次级结构［８］，或者

改变散射体之间的连通性［９］，都能够改变 声 子 晶

体的能带结构和声学性质．在现代加工技术的帮

助下，声子晶体因其低廉的制备成本和广阔的设

计空间受到广泛关注并得到大力发展．
计算声子晶体能带及波函数有多种方法．平

面波方法是最早被提出并用来计算声子晶体能带

结构．其要点是把波函数做平面波展开，把周期



性 结 构 做 傅 里 叶 展 开．当 散 射 体 形 状 为 规 则 的

球／圆柱型时，用多重散射理论（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ｓｃａｔｔｅｒ－
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ｙ，ＭＳＴ）将 声 波 波 函 数 在 球／柱 坐 标 下

展开，可使计算非常快捷和方便．当散射体为复

杂形状（例如矩形或三角形）时，取而代之的是用

时 域 有 限 差 分（Ｆｉｎｉｔ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ｉｍｅ　ｄｏｍａｉｎ，

ＦＤＴＤ）或 有 限 元 （Ｆｉｎｉｔ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ＥＭ）等数值 计 算 方 法，将 空 间 离 散 化 后 用 计 算

机进行仿真模拟，最终得到能带结构、声场分布等

结 果．例 如，比 较 流 行 的 商 业 软 件 ＣＯＭＳＯＬ
Ｍｕｌｔｉｐｈｙｓｉｃｓ，就是采用的有限元法．

对声子晶体的研究大致经历了３个阶段．第

一阶段主要致力于获得宽频带隙［４－９］，希望利用带

隙实现隔振降噪、防震等功能．其中重要的发现

是，含有共振单元的声子晶体能产生低频带隙［８］，
在环境噪声控制、声隐身、地震防护等诸多方面具

有 应 用 前 景．第 二 阶 段 主 要 关 注 声 子 晶 体 的 通

带［１０－１２］，通过通带设计实现对声波传输行为的 操

控，制作具有如聚焦、负折射、定向辐射等功能的

声学器件．特别地，对于低频通带，在波长远大于

晶格常量的条件下，声子晶体可视为均匀材料，可
用 有 效 介 质 理 论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ｍｅｄｉｕｍ　ｔｈｅｏｒｙ，

ＥＭＴ）提取其有效声阻抗、有效波速、有效质量密

度及有效弹性参量等材料参量．第三阶段也就是

近来开始关注在前两阶段不太受重视的声场形态

和相位信息，从而掀起了对声子晶体拓扑性质的

研究热潮［１３－３６］．

２　拓扑声子晶体概述

２．１　拓扑绝缘体的背景知识

拓扑绝缘体是一种不同于常规绝缘体的新物

态．拓扑绝缘体内部绝缘但表面能导电，并且表

面电流具有鲁棒性，不会被杂质或缺陷散射．这

种优异的传播特性具有重要应用前景．从能带结

构上看，跟常规绝缘体一样，拓扑绝缘体也具有体

禁带．不同的是，对有限大小的拓扑绝缘体而言，
能带结构上会出现跨越整个体禁带的、无能隙的

表面态色散，即在表面上存在表面态．对拓扑绝

缘体施以连续的变化，例如让其结构变形，只要其

体带隙不闭合，表面态就不会消失，拓扑绝缘体的

特性就不会改变，表现出鲁棒性．从数学上，几何

形体在连续变形下的不变性就是几何对象的拓扑

属性，由拓扑指数描述．对材料拓扑属性的认识

要归功于１９８２年Ｔｈｏｕｌｅｓｓ等人对量子霍尔效应

的研究［１３］．低 温 二 维 电 子 气 在 垂 直 外 加 强 磁 场

下，体绝缘而边界导电，其霍尔电导是量子化的、
具有鲁棒性的常量．经典图像对量子霍尔效应中

边界 态 的 形 成 可 按 图１理 解．在 外 加 垂 直 磁 场

后，内部电子在洛伦兹力的作用下做“圆周”运动，
没有净电流．而处于边界的电子不能形成完整的

回旋，只能沿着边界做“半圆周”运动并向前形成

表面电流．显然，无论表面上是否设有障碍，表面

电流只能单向流动，而不会反向．

图１　量子霍尔效应

Ｔｈｏｕｌｅｓｓ等首 次 发 现 量 子 化 的 霍 尔 电 导 与

二维电子体系能带的拓扑性质相关．能带的拓扑

性质可由拓扑指数———陈数 （Ｃｈｅｒｎ　ｎｕｍｂｅｒ）描

述，陈 数 定 义 为 与 能 带 波 函 数 相 关 的 贝 利 曲 率

（Ｂｅｒｒｙ　ｃｕｒｖａｔｕｒｅ）在 布 里 渊 区 上 的 积 分，描 述 了

能带的拓扑不变性．陈数 是 整 数，为０时 称 为 平

庸的，刻画常规绝缘体；不为０时称为非平庸的，
描述拓扑绝缘体．这样，拓扑概念进入了物理，而
对材料拓扑性质的研究成为凝聚态物理的重要方

向．Ｔｈｏｕｌｅｓｓ等也因此于２０１６年获 得 诺 贝 尔 物

理学奖．拓扑绝缘体表面态的鲁棒性归根结底来

源于拓扑材料能带的拓扑不变性，或者说是受到

了拓扑保护．
２．２　光／声系统的量子霍尔效应

在光／声子晶体中可观察到光／声波的类似电

子的量 子 霍 尔 效 应．２００５年，Ｈａｌｄａｎｅ和 Ｒａｇｈｕ
首次在理论上提出了用旋光效应来实现光波的拓

扑现象［１４－１５］．并且 在 理 论 上 指 出 一 种 通 用 方 法：
先在光子能带中构造二重简并的线性色散关系，
即狄拉克锥（Ｄｉｒａｃ－ｃｏｎｅ），再通过打破时间反演对

称性 将 简 并 打 开，就 能 实 现 光 的 量 子 霍 尔 效 应．
２０１４年 Ｆｌｅｕｒｙ 等 人 将 这 种 思 路 引 入 声 学 系

统［１６－１７］．由于声波 几 乎 不 受 磁 场 的 影 响，在 声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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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 中 打 破 时 间 反 演 对 称 性 需 要 采 用 类 似 图２
（ａ）中的设计，给散射体增加环形腔并引入环形气

流．将低噪声的小风扇放置在环形腔中可作为有

手征性的环形声源．在弹性波体系中打破时间反

演对称 性 则 可 以 直 接 利 用 固 体 的 转 动．如 图２
（ｂ）所示，Ｎａｓｈａ等人 在２０１５年 将 同 方 向 旋 转 的

陀螺 仪 用 弹 簧 连 接 成 六 角 蜂 窝 状 的 机 械 网

络［１８－１９］．周期性的排列使整个机械网络具有弹性

波的带隙，从而在边界上支持一定频率范围的表

面模式，类比量子霍尔效应中的表面电流．如图２
（ｃ）所示，陀螺仪的“晃动”只会沿机械网络的边界

传导而不会影响到网络内部的陀螺仪单元，直观

地展示了受拓扑保护的边界态的传输行为．

　　　（ａ）环形气流结构单元［１６］　　（ｂ）陀螺仪单元［１８］

（ｃ）边界传播模式［１８］

图２　流体／机械拓扑声子晶体

２．３　拓扑声子晶体的分类

经过几年的系统研究，声子晶体拓扑 态 研 究

已取得了很大进展．到目前为止，拓扑声子晶体

除了绝缘体一大类型外，还包含半金属一大类型．
绝缘体类型可分为能谷绝缘体、一阶拓扑绝缘体

（包含上述量子霍尔效应类型）、高阶拓扑绝缘体

等几种子类型．半金属态指的是能带结构中相邻

能带以点、线或面的几何形态相接或简并．以点

相接或简并 的 包 含 狄 拉 克（Ｄｉｒａｃ）半 金 属 和 外 尔

（Ｗｅｙｌ）半 金 属．以 线 相 接 或 简 并 的 称 为 节 线

（ｎｏｄａｌ　ｌｉｎｅｓ）半 金 属，以 面 相 接 或 简 并 的 称 为 节

面（ｎｏｄａｌ　ｓｕｒｆａｃｅｓ）半金属．以下以本课题组在能

谷声子晶体（绝缘体态）和外尔声子晶体（半金属

态）的研究工作为代表介绍２类拓扑态．

３　能谷声子晶体

３．１　二维声子晶体中的狄拉克锥色散关系

狄拉克锥是一类具有特殊形状的能 带 结 构，
在二维体系中表现为２条能带线性相交于一点，

称为狄拉克点，从而在动量空间中张出圆锥状的

色散曲面．这种线性色散关系对应狄拉克方程的

无质量相对论粒子，后来在二维材料石墨烯中被

实际观察到．所以石墨烯中电子表现为无质量的

相对论粒子，在理论和应用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通常以狄拉克锥色散关系作为出发点，通过解除

狄拉克点的简并打开带隙来研究系统非平庸的拓

扑性质．研究已发现，二维声子晶体中也存在类

似石墨烯的狄拉克锥色散关系或能带［２０－２３］，以 这

类声子晶体为出发点是寻找拓扑声子晶体的有效

途径．２０１５年，用 基 于 群 论 的“ｋ－ｐ微 扰 方 法”得

到产生狄拉克锥的条件［２４］，可看到其存在依赖于

体系的对称性．所有能形成狄拉克锥的声子晶体

种类总结为表１．表中的对称性指点群，“偶发性”
和“确定性”表示狄拉克锥的形成是必然的还是偶

然的．

表１　晶体不同对称性对应的狄拉克锥

体系对称性 ｋ点对称性 可能位置 确定／偶发性

Ｃ３ｖ或Ｃ６ｖ Ｃ３ｖ 角点 确定

Ｃ６ Ｃ３ 角点 确定

Ｃ３ 或Ｃ６ｖ Ｃ３ 角点 偶发

任意 Ｃ１ 任意 偶发

镜面 Ｃｓ 中心 偶发

３．２　声子晶体中的能谷态与谷边缘态

从表１中可以看出：由正三角形柱体 按 六 角

晶格排列构成的声子晶体，且当三角形的取向角

α＝０°时［见图３（ａ）］，可以确定拥有狄拉克点，同

时结构又最简单［２５－２６］．该声子晶体的能带结构如

图３（ｂ）中黑线所示，在布里渊区角点（Ｋ 点和Ｋ′
点）形成狄拉 克 锥．实 验 上 将 有 限 厚 的 正 三 角 形

ＰＭＭＡ（聚甲基丙烯酸甲酯）柱夹在２块ＰＭＭＡ
板之间，当声源频率足够低时夹板间只有零阶波

导模式存在，从 而 保 证 本 质 上 是 二 维 体 系［见 图

３（ａ）］．如果将正三角柱逆时针旋转小角度（转角

α＝１０°），则 体 系 的 对 称 性 从Ｃ３ｖ降 至Ｃ３，狄 拉 克

点的简并被打开，形成图３（ｂ）中红－蓝线所示的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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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能带，中间由带隙隔开．
相比引入环形气流打破体系时间反演对称性

打开狄拉克点简并的做法，这里是通过旋转散射

体打破体系的镜面对称性来打开带隙．在带隙打

开处，上能带的极小值和下能带的极大值位置，通
称为能谷．不管是上能谷还是下能谷，都成对出

现在Ｋ 点和Ｋ′点，即原来的狄拉克点位置．成对

的能 谷 态 可 视 为 赝 自 旋，对 应 于２个 自 旋 取 向．
能谷赝自旋为声场调控提供了新的自由度．这类

具有能谷态的声子晶体称为能谷声子晶体．在Ｋ
点的能谷态Ｋ２ 和Ｋ１ 的本征场分别如图３（ｃ）右

边的上下插图所示，颜色表示声压场的强度，箭头

表示能流场的 大 小 和 方 向．可 以 看 出，Ｋ２ 和Ｋ１
的能流场表现为手征性的涡旋场，分别按顺时针

和逆时针取 向．相 应 地，与Ｋ２ 或Ｋ１ 态 成 对 的、
位于Ｋ′点的能谷态也是涡旋态，但涡旋方向正好

相反．涡旋声场具有角动量，当颗粒置于声场中

时，声场的角动量可转化为作用在颗粒上的力矩，
从而可实现对颗粒操控．可以想见，如果将散射

体顺时针旋转同样角度（即α＝－１０°）会得到完全

相同的能带结构，但是能谷态Ｋ２ 和Ｋ１ 会发生反

转．图３（ｃ）展示了Ｋ 点处这２个能谷态（红色为

逆时针涡旋即正涡旋ｑ＋，蓝色为顺时针涡旋即负

涡旋ｐ－）的 频 率 随 转 角α的 变 化 情 况．可 以 看

出，当转角为 正 时，上 能 谷Ｋ２ 是 负 涡 旋，下 能 谷

Ｋ１ 是正 涡 旋；当 转 角 为 负 时，上 能 谷Ｋ２ 变 成 负

涡旋，下 能 谷 Ｋ１ 变 成 正 涡 旋，即 发 生 了 能 带 反

转．在特殊转角０°和±６０°时，Ｋ２ 和Ｋ１ 态是简并

的，即能带为狄拉克锥的情形．
前面已说过，狄拉克锥状的无带隙的２条 能

带是无质量狄拉克粒子的色散．当狄拉克点简并

打开时，则变为有质量的狄拉克粒子的色散．ｋ－ｐ
微扰法给出，当转角为正时，质量为负；当转角为

负时，质量为正．所以三角柱转角相反的２种能

谷声子晶体相，其能带发生反转，狄拉克粒子的质

量符号也相反．将三角柱转角相反的２个能谷声

子晶体Ａ（转角为－１０°）和Ｂ（转角为１０°）拼在一

起时，在分界面上会出现拓扑界面模式，称为“谷

边缘态”．从色散关系上看，谷边缘态位于２个能

谷声子 晶 体 的 共 同 体 带 隙 内．以 界 面 沿Ｘ 方 向

为例，谷边缘态的能带如图３（ｄ）中绿线和红线所

示，贯穿体带隙．图中虚线为声子晶体Ａ和Ｂ的

体 能 带 在 界 面 方 向 的 投 影．绿 线 是 数 值 计 算 结

果，红线是解析理论结果．Ф＋
ＡＢ是Ａ／Ｂ界面上（面

向前方定义为界面正向，Ａ在界面左侧，Ｂ在界面

右侧）向前传播的边界态，Ф－
ＡＢ是Ａ／Ｂ界面上向后

传播的边界态；而Ф＋
ＢＡ是Ｂ／Ａ界面上（Ｂ在界面左

侧，Ａ在界面右侧）传播向前的边界态，Ф－
ＢＡ是Ｂ／

Ａ界面上向后传播的边界态．边界态的线性色散

关系意味着 其 波 速 是 常 量．无 论 是 在 Ａ／Ｂ界 面

还是在Ｂ／Ａ界面上，都存在向前传播和向后传播

的２个边界态，传播方向由色散关系的斜率确定．
比如，在Ａ／Ｂ界面上，边界态Ф＋

ＡＢ的斜率是正的，

意味着向前传播；Ф－
ＡＢ的斜率是负的，意味着向反

方向传 播．值 得 注 意 的 是，边 界 态Ф＋
ＡＢ只 存 在 于

Ｋ 点附近，而Ф－
ＡＢ只存在于Ｋ′点附近，所 以 说 边

界态Ф－
ＡＢ锁定在Ｋ 谷，而Ф０ＡＢ锁定于Ｋ′谷．在Ｂ／

Ａ界面上的边界态也类似，也都是能谷锁定．

　（ａ）能谷声子晶体样品　　　　（ｂ）能带结构

（ｃ）谷态频率随转角变化　　（ｄ）谷边缘态能带结构

（ｅ）谷边缘态的无障碍传输

图３　能谷声子晶体

图３（ｅ）展示了边界态Ф＋
ＢＡ的激发和传输．由

于激发源在Ｂ／Ａ界面的左侧端口，只能激发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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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边界态，即Ф＋
ＢＡ．一 般 情 况 下，比 如 常 规 的 波

导，在拐折处都会发生反射．但Ф＋
ＢＡ不会反射，因

为它锁定于Ｋ 谷，若反射，必须转变成反向传 输

的Ф－
ＡＢ态，这 是 不 可 能 的，因 为Ф－

ＡＢ态 锁 定 在Ｋ′
谷．谷间散射之所以困难，是因为Ｋ 和Ｋ′之间巨

大动量差异．所以Ф＋
ＢＡ能无障碍通过任何界面弯

折，无 论 是 锐 角 还 是 直 角，表 现 出 强 大 的 拓 扑

特性．
３．３　能谷声子晶体的研究新进展

能 谷 声 子 晶 体 的 研 究 已 取 得 了 很 多 进

展［２７－３３］．例如包含丰富拓扑相的双层能谷声子晶

体［２７－２８］，水 声 背 景 下 的 能 谷 声 子 晶 体［３２］，以 及 基

于四方晶格 的 能 谷 声 子 晶 体［３３］等．下 面 重 点 介

绍关于能谷 声 子 晶 体 中 的 拓 扑 体 态 运 输［２９］和 拓

扑声子晶体 芯 片［３０］的 相 关 研 究．如 何 将 存 在 于

界面上的拓扑谷边缘态拓展成宽度可调，即具有

宽度自由度 的 拓 扑 谷 波 导 态？可 采 用 如 图４（ａ）
所示的设计，由 转 角 不 同 的 声 子 晶 体 组 成“三 明

治”结构．外面２层（Ａ层和Ｂ层）是具有拓扑带

隙的能谷声子晶体，其转角分别选为α＝３０°和α＝
－３０°，以提供 最 宽 带 隙；中 间 新 增 的 夹 层（Ｃ层）
是 无 带 隙 的 声 子 晶 体（转 角α＝０°）充 当 波 导 管．

　（ａ）异质结构　　　　　（ｂ）Ｘ方向投影能带结构

（ｃ）不同缺陷下的压强分布

图４　能谷声子晶体的拓扑波导运输

如图４（ｂ）所示，如同前述只有Ａ／Ｂ界面的情形，
在Ａ和Ｂ的公共带隙内，体系存在１条跨越带隙

的拓扑非平庸的谷波导态，来自声子晶体Ａ和Ｂ
之间的非平庸 边 界 态 与 声 子 晶 体Ｃ的 平 庸 体 态

的 耦 合．谷 波 导 态 也 具 有 和 边 界 态 类 似 的 鲁 棒

性．图４（ｃ）展示了被点源激发的谷波导态在波导

管中传播的情形．无论是在波导管中引入无序，
或者引入凸起、凹陷或两者同时存在，都不会影响

谷波导态的传输，表现出强大的鲁棒性．借助于

边界态和体态的耦合，原本只出现在边界上拓扑

界面波现在“充满”了整个波导管．和边界态传输

相比，这种波导态传输的优势在于：具有宽度的波

导管更容易和已有器件对接从而方便于应用；波

导管更有利于能量传输．
能谷态不仅存在于前述流体（空气）体系，也

能存在固体体系．运用微纳刻蚀工艺在硅片上制

备出片上能谷声子晶体［３０］．如图５（ａ）所示，由底

部薄板和在其上刻出的正三角柱阵列构成．体系

支持多种振动模式的 Ｌａｍｂ波传播，其中的弯曲

波（面外振动）模式便于激发，其运动方程和二维

声波的波动方程类似．按六角晶格排列的正三角

柱阵列可对弯曲波进行调制，形成狄拉克锥色散．
与前面类似，可通过旋转正三角柱打开狄拉克锥

形成带 隙，产 生 能 谷．图５（ｂ）显 示 在Ｋ 点 的 能

谷，实线为理论计算的能带，颜色表示相应的实验

结果，两者一致．这里同样利用了打破镜面对称

解 除 狄 拉 克 点 简 并 的 机 制．图５（ｃ）为 能 谷 态Ｋ２

（ａ）片上能谷声子晶体　　（ｂ）面外模式能带结构

（ｃ）３个时刻的上下能　　　（ｄ）拓扑边界态传输

谷态本征场

图５　硅片的能谷声子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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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Ｋ１ 的本征 场 在 不 同 时 刻 的 形 态，表 现 为 按 顺

和逆时针旋转的螺旋态．图５（ｄ）展示了在２个转

角相反的能谷声子晶体相的界面上传播的谷边界

态，在拐弯处没有反射，具有鲁棒性．
获得拓扑 保 护 的 谷 边 界 态 的 过 程 可 以 概 括

为：找到狄拉克锥→降低对称性打开带隙，得到能

谷→实现能带反转→用能带反转的２个晶体构造

界面→获得界面上的谷边界态．通过破缺体系对

称性打开狄拉克点简并是构造拓扑声子晶体的常

用方法，该方法也适用于三维体系［３４］．

４　外尔声子晶体

４．１　声子晶体中的外尔点

三维声子晶体的能带结构中存在和前述二维

狄拉克锥类似的线性色散关系，其中的２度简并

点称为“外尔点（Ｗｅｙｌ　ｐｏｉｎｔ）”．与二维体系中的

狄拉克点沿平面任何方向均为线性色散不同，三

维体系中，从外尔点出发沿三维空间３个方向都

为线性色散关系．外尔点简并不像狄拉克点简并

那样容易打开，具有很强的鲁棒性．如果连续变

形其晶格，只会看到外尔点在倒空间游弋，看不到

外尔点简并 的 打 开．外 尔 声 子 晶 体 于２０１７年 在

实验上实现［３５］．图６（ａ）展示了用３Ｄ打印技术制

作的外尔声子晶体样品的外貌及细节，插图为单

胞的示意图．
图６（ｂ）显 示 该 外 尔 声 子 晶 体 的 布 里 渊 区 及

外尔点在其中的分布，紫点和绿点分别表示拓扑

荷为＋１和－１的 外 尔 点．在 倒 空 间 用 球 面 包 住

外尔点，通过球面上的波函数计算出球面上的贝

里曲率矢量，把贝里曲率在球面上做积分即得到

外尔点的拓扑荷．贝里曲率矢量如同磁感应强度

矢量，对应 有 不 为 零 的 矢 势［即 贝 里 连 接（Ｂｅｒｒｙ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但 贝 里 曲 率 的 球 面 积 分（即 拓 扑

荷）不为零，所以外尔点的拓扑荷如同“磁荷”．图

６（ｃ）为布里渊区边界上沿ｋＺ 方向的能带结构，可
见在布里渊区的Ｋ 点和Ｈ 点处２条能带线性相

交，在Ｋ－Ｈ 之 间２条 能 带 分 开，具 有 带 隙．图６
（ｄ）为 给 定ｋＺ 时ｋＸ－ｋＹ 平 面 内 的 能 带 结 构．当

ｋＺ＝０时（左图）能带线性相交于Ｋ 处形成前节所

述的狄拉克锥，当ｋＺ 偏离０时（右图）２条能带打

开带隙．这清楚表明Ｋ 点是外尔点．同样分析可

知道Ｈ 点 也 是 外 尔 点，当 然 Ｋ′和Ｈ′也 是 外 尔

点．外尔声子晶体具有奇妙的性质，其表面存在

拓扑表面态，而且表面态的等频线不闭合，表现为

一段一段 的 弧，称 为“费 米 弧（Ｆｅｒｍｉ　ａｒｃ）”，而 普

通表面态的等频线都是闭合的．以外尔声子晶体

的ＸＺ表面为 例，如 图６（ｅ）中 左 图 所 示，如 果 把

点源（频率约１５ｋＨｚ）放置在表面中心，可看到表

面态被激发出来并在表面上传播．如果把表面上

的场分布做傅里叶变换，可以得到表面态的等频

线，如图６（ｅ）右图所示．可以看到等频线确实不

闭合，而是一段一段的费米弧，连接外尔点在这个

表面的布里渊区的投影（紫色和绿色点）．图中颜

色是实验结果，白色是数值计算结果，其中实线为

该表面上的表面费米弧，虚线为对面表面上的表

面波费米弧．可以看到实验和数值结果一致．费

米弧表面态 也 具 单 向 传 输、抗 缺 陷 的 特 性．图６
（ｆ）（为Ｚ方向的俯视图）显示了在ＸＺ表面激发

的表面波（具有ｋＺ＝０．５π／ｃ，ｃ是Ｚ方向的晶格常

量）的传播．可以看到它只向左传播，在传播到左

角点 后，拐 入ＹＺ 表 面，继 续 向 上 传 播．虽 然 在

ＹＺ表面故意 制 造 了 凹 槽 缺 陷，可 以 看 到 表 面 波

翻越这一障碍继续向上传播，表现出强大的单向

传输特性．

（ａ）外尔声子晶体样品　　（ｂ）布里渊区及外尔点分布

　　（ｃ）ｋＺ 方向能带　　（ｄ）ｋＸ－ｋＹ 平面上的能带结构

（ｅ）ＸＺ表面上的能带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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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费米弧表面态的无障碍传输

图６　外尔声子晶体

４．２　拓扑表面波的负折射效应

三维外尔体系中的表面波的传播由费米弧的

形状及取向决定．调控费米弧即可调控表面波的

传播．下面在另一个外尔声子晶体中显示费米弧

对表面波传播的调控．新的外尔声子晶体如图７
（ａ）所示［３６］，是更简单的柴堆结构．第１层是方柱

的一维排列，第２层是把第１层旋转１２０°，第３层

是把第２层旋转１２０°，如此类推，形成三维结构．
这一 体 系 同 样 在 布 里 渊 区 的Ｋ 点 存 在 外 尔 点．
从图７（ａ）的左图中可以直观看到，选择不同的表

面切割位置会使样品的表面结构发生变化，表面

结构的差异会导致表面态的能带不同，即费米弧

发生变化．
图７（ｂ）为切割的实验样品的外观，四周有４

个表面，其中相邻３个表面记为ＸＺ１（正面）、ＹＺ１
（右侧面）和ＸＺ２ 面（背 面）．正 面 和 右 侧 面 的 表

面费米弧如图７（ｃ）中上图的插图所示．图７（ｃ）
中下图的 插 图 显 示 右 侧 面 和 背 面 的 表 面 波 费 米

弧．图７（ｃ）中场图为实验测量结果，可以看到表

面波在ＸＺ１ 面激发，传播至与ＹＺ１ 面的交界时完

全进入ＹＺ１ 面，不 发 生 反 射，在ＹＺ１ 面 上 传 播 时

改变了方向．不管是在ＸＺ１ 面还是在ＹＺ１ 面，表
面波的传播方向完全由费米弧控制，即按费米弧

的梯度即法线方向传输．可以看到，从ＸＺ１ 面到

ＹＺ１ 面，在ＹＺ１ 面折射波与 在ＸＺ１ 面 的 入 射 波，
位于两面交线的法线的两侧，是正常的折射．但

是，继 续 来 看 表 面 波 从 右 侧 面ＹＺ１ 面 进 入 背 面

ＸＺ２ 面的折射，如图７（ｃ）下图所示，结果 大 不 相

同．可看到在ＸＺ２ 面的折射波与在ＹＺ１ 面 的 入

射 波 位 于 两 面 交 线 法 线 的 同 一 侧，即 发 生 了 负

折射．

　（ａ）结构示意图及单胞　　　　（ｂ）实验样品

（ｃ）费米弧表面态在棱边处的拓扑折射

图７　外尔声子晶体表面态的拓扑负折射

５　结束语

介绍了本课题组近几年在拓扑声子晶体领域

的一些研究进展，并以此为案例介绍拓扑声子晶

体的前沿动态．拓扑声子晶体能支持类似量子霍

尔效应中边界电流的、受拓扑保护的、具有鲁棒性

的界／表面波．拓扑界／表面波的核心在于构建出

连接体带隙上下体带的无能隙的边界态．在能谷

声子晶体中是通过打开狄拉克锥获得能带发生反

转的２个谷拓扑相，在其界面获得能谷锁定的拓

扑边界态．在外尔声子晶体中则是借助１对拓扑

荷相反的外尔点来形成费米弧表面态．拓扑界／

表面波的鲁棒性表现在对缺陷和无序免疫，具有

单向传输的性质．这种无障碍的传输特性无疑具

有广阔的应用前景，也激发了科研工作者对拓扑

物理的极大兴趣．

参考文献：

［１］　Ｙａｂｌｏｎｏｖｉｔｃｈ　Ｅ．Ｉｎｈｉｂｉｔｅｄ　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ｎ

７第５期 　　　　　　　　　　　　　彭　湃，等：拓扑声子晶体



　 　ｓｏｌｉｄ－ｓｔａｔｅ　ｐｈｙｓｉｃｓ　ａｎｄ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Ｊ］．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

ｖｉｅｗ　Ｌｅｔｔｅｒｓ，１９８７，５８（２０）：２０５９－２０６２．
［２］　Ｊｏｈｎ　Ｓ．Ｓｔｒｏｎｇ　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ｈｏｔｏｎｓ　ｉｎ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ｄｉｓ－

ｏｒｄｅｒｅｄ　ｄｉ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ｓｕｐｅｒｌａｔｔｉｃｅｓ［Ｊ］．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Ｌｅｔｔｅｒｓ，１９８７，５８（２３）：２４８６－２４８９．
［３］　Ｙａｂｌｏｎｏｖｉｔｃｈ　Ｅ，Ｇｍｉｔｔｅｒ　Ｔ　Ｊ，Ｌｅｕｎｇ　Ｋ　Ｍ．Ｐｈｏｔｏｎ－

ｉｃ　ｂ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Ｔｈｅ　ｆａｃｅ－ｃｅｎｔｅｒｅｄ－ｃｕｂｉｃ　ｃａｓｅ　ｅｍ－

ｐｌｏｙｉｎｇ　ｎｏｎ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　ａｔｏｍｓ ［Ｊ］．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Ｌｅｔｔｅｒｓ，１９９１，６７（１７）：２２９５－２２９８．
［４］　Ｋｕｓｈｗａｈａ　Ｍ　Ｓ，Ｈａｌｅｖｉ　Ｐ，Ｄｏｂｒｚｙｎｓｋｉ　Ｌ，ｅｔ　ａｌ．Ａ－

ｃｏｕｓｔｉｃ　ｂ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ｐｅｒｉｏｄｉｃ　ｅｌａｓｔｉｃ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
［Ｊ］．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Ｌｅｔｔｅｒｓ，１９９３，７１（１３）：２０２２－

２０２５．
［５］　Ｍａｒｔíｎｅｚ－Ｓａｌａ　Ｒ，Ｓａｎｃｈｏ　Ｊ，Ｓｎｃｈｅｚ　Ｊ　Ｖ，ｅｔ　ａｌ．

Ｓｏｕｎｄ　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ｓｃｕｌｐｔｕｒｅ［Ｊ］．Ｎａｔｕｒｅ，１９９５，

３７８（６５５４）：２４１．
［６］　Ｓｎｃｈｅｚｐéｒｅｚ　Ｊ　Ｖ，Ｃａｂａｌｌｅｒｏ　Ｄ，Ｍｒｔｉｎｅｚ－Ｓａｌａ　Ｒ，ｅｔ

ａｌ．Ｓｏｕｎｄ　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ａ　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ａｒｒａｙ　ｏｆ

ｒｉｇｉｄ　ｃｙｌｉｎｄｅｒｓ［Ｊ］．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Ｌｅｔｔｅｒｓ，１９９８，

８０（２４）：５３２５－５３２８．
［７］　Ｗｕ　Ｆ　Ｇ，Ｌｉｕ　Ｚ　Ｙ，Ｌｉｕ　Ｙ　Ｙ．Ｓｐｌｉｔ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ｕｎｉｎｇ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ｉｎｔ　ｄｅｆｅｃｔ　ｍｏｄｅｓ　ｉｎ　ｔｗｏ－ｄｉ－

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ｐｈｏｎｏｎｉｃ　ｃｒｙｓｔａｌｓ［Ｊ］．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Ｅ，２００４，６９（６）：０６６６０９．
［８］　Ｌｉｕ　Ｚ　Ｙ，Ｚｈａｎｇ　Ｘ　Ｘ，Ｍａｏ　Ｙ　Ｗ，ｅｔ　ａｌ．Ｌｏｃａｌｌｙ　ｒｅｓ－

ｏｎａｎｔ　ｓｏｎｉｃ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Ｊ］．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０，２８９
（５４８５）：１７３４－１７３６．

［９］　Ｚｈａｎｇ　Ｈ，Ｙｕ　Ｓ　Ｙ，Ｌｉｕ　Ｆ　Ｋ，ｅｔ　ａｌ．Ｕｓｉｎｇ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ｓｌａｂｓ　ｔｏ　ｔａｉｌｏｒ　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ｗａｖｅ　ｂ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ｐｈｏｎｏｎｉｃ　ｃｒｙｓｔａｌｓ　ｃｏｎｓｉｓｔｉｎｇ　ｏｆ　ｐｉｌｌａｒｓ　ａｔｔａｃｈｅｄ　ｔｏ

ｅｌａｓｔｉｃ　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ｓ［Ｊ］．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ｈｉｎａ－Ｐｈｙｓｉｃｓ　Ｍｅ－

ｃｈａｎｉｃｓ　＆Ａｓｔｒｏｎｏｍｙ，２０１７，６０（４）：０４４３１１．
［１０］　Ｑｉｕ　Ｃ　Ｙ，Ｚｈａｎｇ　Ｘ　Ｄ，Ｌｉｕ　Ｚ　Ｙ．Ｆａｒ－ｆｉｅｌｄ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ｏｆ　ａｃｏｕｓｔｉｃ　ｗａｖｅｓ　ｂｙ　ａ　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ｓｏｎｉｃ　ｃｒｙｓ－

ｔａｌ［Ｊ］．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Ｂ，２００５，７１（５）：０５４３０２．
［１１］　Ｚｈａｎｇ　Ｘ　Ｄ，Ｌｉｕ　Ｚ　Ｙ．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ｃｏｕｓ－

ｔｉｃ　ｗａｖｅｓ　ｉｎ　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ｐｈｏｎｏｎｉｃ　ｃｒｙｓｔａｌｓ
［Ｊ］．Ａｐｐｌｉｅｄ　Ｐｈｙｓｉｃｓ　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０４，８５（２）：３４１－

３４３．
［１２］　Ｌｕｏ　Ｃ　Ｙ，Ｊｏｈｎｓｏｎ　Ｓ　Ｇ，Ｊｏａｎｎｏｐｏｕｌｏｓ　Ｊ　Ｄ，ｅｔ　ａｌ．

Ａｌｌ－ａｎｇｌ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ｅｆ－

ｆｅｃｔｉｖｅ　ｉｎｄｅｘ ［Ｊ］．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Ｂ，２００２，６５
（２０）：２０１１０４．

［１３］　Ｔｈｏｕｌｅｓｓ　Ｄ　Ｊ，Ｋｏｈｍｏｔｏ　Ｍ，Ｎｉｇｈｔｉｎｇａｌｅ　Ｍ　Ｐ，ｅｔ

ａｌ．Ｑｕａｎｔｉｚｅｄ　ｈａｌｌ　ｃｏｎｄｕｃｔａｎｃｅ　ｉｎ　ａ　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ａｌ　ｐｅｒｉｏｄｉｃ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Ｊ］．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Ｌｅｔｔｅｒｓ，

１９８２，４９（６）：４０５－４０８．

［１４］　Ｈａｌｄａｎｅ　Ｆ　Ｄ　Ｍ，Ｒａｇｈｕ　Ｓ．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ｗａｖｅｇｕｉｄｅｓ　ｉｎ　ｐｈｏｔｏｎｉｃ　ｃｒｙｓｔａｌｓ

ｗｉｔｈ　ｂｒｏｋｅｎ　ｔｉｍｅ－ｒｅｖｅｒｓａｌ　ｓｙｍｍｅｔｒｙ［Ｊ］．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０８，１００（１）：０１３９０４．
［１５］　Ｒａｇｈｕ　Ｓ，Ｈａｌｄａｎｅ　Ｆ　Ｄ　Ｍ．Ａｎａｌｏｇｓ　ｏｆ　ｑｕａｎｔｕｍ

Ｈａｌ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ｅｄｇｅ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　ｐｈｏｔｏｎｉｃ　ｃｒｙｓｔａｌｓ［Ｊ］．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Ａ，２００８，７８（３）：０３３８３４．
［１６］　Ｆｌｅｕｒｙ　Ｒ，Ｓｏｕｎａｓ　Ｄ　Ｌ，Ｓｉｅｃｋ　Ｃ　Ｆ，ｅｔ　ａｌ．Ｓｏｕｎｄ　ｉ－

ｓｏ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ｉａｎｔ　ｌｉｎｅａｒ　ｎｏｎ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ｉｔｙ　ｉｎ　ａ　ｃｏｍ－

ｐａｃｔ　ａｃｏｕｓｔｉｃ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ｏｒ［Ｊ］．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４，３４３
（６７１０）：５１６－５１９．

［１７］　Ｙａｎｇ　Ｚ　Ｊ，Ｇａｏ　Ｆ，Ｓｈｉ　Ｘ　Ｈ，ｅｔ　ａｌ．Ｔ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

ｃｏｕｓｔｉｃｓ［Ｊ］．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１５，１１４
（１１）：１１４３０１．

［１８］　Ｎａｓｈ　Ｌ　Ｍ，Ｋｌｅｃｋｎｅｒ　Ｄ，Ｒｅａｄ　Ａ，ｅｔ　ａｌ．Ｔｏｐｏｌｏｇｉ－

ｃ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ｏｆ　ｇｙ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ｍｅｔａ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Ｊ］．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１５，１１２（４７）：１４４９５－１４５００．
［１９］　Ｗａｎｇ　Ｐ，Ｌｉｕ　Ｌ，Ｂｅｒｔｏｌｄｉ　Ｋ．Ｔ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ｈｏｎｏｎｉｃ

ｃｒｙｓｔａｌｓ　ｗｉｔｈ　ｏｎｅ－ｗａｙ　ｅｌａｓｔｉｃ　ｅｄｇｅ　ｗａｖｅｓ ［Ｊ］．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１５，１１５（１０）：１０４３０２．
［２０］　Ｚｈａｎｇ　Ｘ　Ｄ，Ｌｉｕ　Ｚ　Ｙ．Ｅｘｔｒｅｍａｌ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ｅ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ａｃｏｕｓｔｉｃ　ｗａｖｅｓ　ｉｎ　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ｓｏｎｉｃ　ｃｒｙｓｔａｌｓ［Ｊ］．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０８，

１０１（２６）：２６４３０３．
［２１］　Ｌｉｕ　Ｆ　Ｍ，Ｌｉｕ　Ｚ　Ｙ．Ｅｌａｓｔｉｃ　ｗａｖｅｓ　ｓｃａｔｔｅｒ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ｏｕｔ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ｉｎ　ｍｅｔａ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ｗｉｔｈ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

ｚｅｒｏ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ｆｏｒ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ｖｅｒｓｅ　ｗａｖｅｓ
［Ｊ］．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１５，１１５（１７）：

１７５５０２．
［２２］　Ｐｅｎｇ　Ｐ，Ｍｅｉ　Ｊ，Ｗｕ　Ｙ．Ｌｕｍｐｅｄ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ｒｏｔ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ｄｅｓ　ｉｎ　ｐｈｏｎｏｎｉｃ　ｃｒｙｓｔａｌｓ［Ｊ］．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

ｖｉｅｗ　Ｂ，２０１２，８６（１３）：１３４３０４．
［２３］　Ｔｏｒｒｅｎｔ　Ｄ，Ｓｎｃｈｅｚ－Ｄｅｈｅｓａ　Ｊ．Ａｃｏｕｓｔｉｃ　ａｎａｌｏｇｕｅ

ｏｆ　ｇｒａｐｈｅｎ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ｒａｃ　ｃｏｎｅｓ　ｉｎ　ａｃｏｕｓｔｉｃ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ｗａｖｅｓ ［Ｊ］．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Ｌｅｔｔｅｒｓ，

２０１２，１０８（１７）：１７４３０１．
［２４］　Ｌｉｕ　Ｊ　Ｙ，Ｑｉｕ　Ｃ　Ｙ，Ｘｕ　Ｓ　Ｊ，ｅｔ　ａｌ．Ｄｉｒａｃ　ｃｏｎｅｓ　ｉｎ

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ｃｒｙｓｔａｌｓ　ｆｏｒ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ｗａｖｅｓ［Ｊ］．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Ｂ，２０１４，８９（１３）：

１３４３０２．
［２５］　Ｌｕ　Ｊ　Ｙ，Ｑｉｕ　Ｃ　Ｙ，Ｙｅ　Ｌ　Ｐ，ｅｔ　ａｌ．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ｖａｌｌｅｙ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ｏｆ　ｓｏｕｎｄ　ｉｎ　ｓｏｎｉｃ　ｃｒｙｓ－

ｔａｌｓ［Ｊ］．Ｎａｔｕｒｅ　Ｐｈｙｓｉｃｓ，２０１７，１３（４）：３６９－３７４．
［２６］　Ｌｕ　Ｊ　Ｙ，Ｑｉｕ　Ｃ　Ｙ，Ｋｅ　Ｍ　Ｚ，ｅｔ　ａｌ．Ｖａｌｌｅｙ　ｖｏｒｔｅｘ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　ｓｏｎｉｃ　ｃｒｙｓｔａｌｓ［Ｊ］．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Ｌｅｔ－

ｔｅｒｓ，２０１６，１１６（９）：０９３９０１．

８ 　　　　　　　　　 物　理　实　验 第４１卷



［２７］　Ｌｕ　Ｊ　Ｙ，Ｑｉｕ　Ｃ　Ｙ，Ｄｅｎｇ　Ｗ　Ｙ，ｅｔ　ａｌ．Ｖａｌｌｅｙ　ｔｏｐｏｌ－
ｏｇｉｃａｌ　ｐｈａｓｅｓ　ｉｎ　ｂｉｌａｙｅｒ　ｓｏｎｉｃ　ｃｒｙｓｔａｌｓ［Ｊ］．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１８，１２０（１１）：１１６８０２．
［２８］　Ｊｕ　Ｌ，Ｓｈｉ　Ｚ　Ｗ，Ｎａｉｒ　Ｎ，ｅｔ　ａｌ．Ｔ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ｖａｌｌｅｙ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ａｔ　ｂｉｌａｙｅｒ　ｇｒａｐｈｅｎｅ　ｄｏｍａｉｎ　ｗａｌｌｓ［Ｊ］．

Ｎａｔｕｒｅ，２０１５，５２０（７５４９）：６５０－６５５．
［２９］　Ｗａｎｇ　Ｍ　Ｄ，Ｚｈｏｕ　Ｗ　Ｙ，Ｂｉ　Ｌ　Ｙ，ｅｔ　ａｌ．Ｖａｌｌｅｙ－

ｌｏｃｋｅｄ　ｗａｖｅｇｕｉｄｅ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ｉｎ　ａｃｏｕｓｔｉｃ　ｈｅｔｅｒｏ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ｓ［Ｊ］．Ｎａｔｕｒ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２０，１１（１）：

３０００．
［３０］　Ｙａｎ　Ｍ，Ｌｉｕ　Ｊ　Ｙ，Ｌｉ　Ｆ，ｅｔ　ａｌ．Ｏｎ－ｃｈｉｐ　ｖａｌｌｅｙ　ｔｏｐｏｌ－

ｏｇ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ｆｏｒ　ｅｌａｓｔｉｃ　ｗａｖｅ　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Ｊ］．

Ｎａｔｕｒ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２０１８，１７（１１）：９９３－９９８．
［３１］　Ｙｅ　Ｌ　Ｐ，Ｑｉｕ　Ｃ　Ｙ，Ｌｕ　Ｊ　Ｙ，ｅｔ　ａｌ．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ｃｏｕｓｔｉｃ　ｖａｌｌｅｙ　ｖｏｒｔｅｘ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ｖａｌｌｅｙ－ｃｈｉｒａｌｉｔｙ
ｌｏｃｋｅｄ　ｂｅａｍ　ｓｐｌｉｔｔｉｎｇ ［Ｊ］．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Ｂ，

２０１７，９５（１７）：１７４１０６．
［３２］　Ｓｈｅｎ　Ｙ　Ｙ，Ｑｉｕ　Ｃ　Ｙ，Ｃａｉ　Ｘ　Ｘ，ｅｔ　ａｌ．Ｖａｌｌｅｙ－ｐｒｏ－

ｊｅｃｔｅｄ　ｅｄｇｅ　ｍｏｄｅｓ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ｉｎ　ｕｎｄｅｒｗａｔｅｒ　ｓｏｎｉｃ

ｃｒｙｓｔａｌｓ［Ｊ］．Ａｐｐｌｉｅｄ　Ｐｈｙｓｉｃｓ　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１９，１１４
（２）：０２３５０１．

［３３］　Ｚｈｕ　Ｚ　Ｘ，Ｈａｕｎｇ　Ｘ　Ｑ，Ｌｕ　Ｊ　Ｙ，ｅｔ　ａｌ．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ｒｅ－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ｃｏｕｓｔｉｃ　ｖａｌｌｅｙ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ｏｆ

ａ　ｓｑｕａｒｅ　ｌａｔｔｉｃｅ ［Ｊ］．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ｐｐｌｉｅｄ，

２０１９，１２（２）：０２４００７．
［３４］　Ｈｕａｎｇ　Ｘ　Ｑ，Ｄｅｎｇ　Ｗ　Ｙ，Ｌｕ　Ｊ　Ｙ，ｅｔ　ａｌ．Ｉｄｅａｌ　ｔｙｐｅ－

ＩＩ　Ｗｅｙｌ　ｐｈａｓｅ　ａｎｄ　ｔ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ｈｏｎｏｎ－
ｉｃ　ｃｒｙｓｔａｌｓ［Ｊ］．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２０，１２４
（２０）：２０６８０２．

［３５］　Ｌｉ　Ｆ，Ｈｕａｎｇ　Ｘ　Ｑ，Ｌｕ　Ｊ　Ｙ，ｅｔ　ａｌ．Ｗｅｙｌ　ｐｏｉｎｔｓ　ａｎｄ

Ｆｅｒｍｉ　ａｒｃｓ　ｉｎ　ａ　ｃｈｉｒａｌ　ｐｈｏｎｏｎｉｃ　ｃｒｙｓｔａｌ［Ｊ］．Ｎａｔｕｒｅ

Ｐｈｙｓｉｃｓ，２０１８，１４（１）：３０－３４．
［３６］　Ｈｅ　Ｈ　Ｌ，Ｑｉｕ　Ｃ　Ｙ，Ｙｅ　Ｌ　Ｐ，ｅｔ　ａｌ．Ｔ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ａｃｏｕｓｔｉｃ　ｗａｖｅｓ　ｉｎ　ａ

Ｗｅｙｌ　ｐｈｏｎｏｎｉｃ　ｃｒｙｓｔａｌ ［Ｊ］．Ｎａｔｕｒｅ，２０１８，５６０
（７７１６）：６１－６４．

Ｔ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ｈｏｎｏｎｉｃ　ｃｒｙｓｔａｌ

ＰＥＮＧ　Ｐａｉ　１，ＬＩＵ　Ｚｈｅｎｇ－ｙｏｕ２

（１．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ｃｓ，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Ｗｕｈａｎ），Ｗｕｈａｎ　４３００７４，Ｃｈｉｎａ；

２．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Ｍｉｃｒｏ－ａｎｄ　Ｎａｎ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Ｗｕｈ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Ｗｕｈａｎ　４３００７２，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ｍａｔｔｅｒ　ｉｓ　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ｙ　ｔｈｅ　ｆｏｃｕｓ　ｏｆ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ｃｏｎｄｅｎｓｅｄ
ｍａｔｔｅｒ　ａｎ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ｐｈｙｓｉｃｓ．Ｐｈｏｎｏｎｉｃ　ｃｒｙｓｔａｌ　ｉｓ　ａｎ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ｗｉｔｈ　ｐｅｒｉｏｄ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ｐｈｏｔｏｎ　ｓｔａｔｅ　ｈａｓ　ｔ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ｐｈｏｎｏｎｉｃ　ｃｒｙｓｔａｌｓ，ｔｈｅ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ｔｗｏ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ｔ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ｈｏｎｏｎｉｃ　ｃｒｙｓｔａｌｓ，ｎａｍｅｌｙ　Ｖａｌｌｅｙ　ｐｈｏｎｏｎｉｃ　ｃｒｙｓｔａｌｓ　ａｎｄ
Ｗｅｙｌ　ｐｈｏｎｏｎｉｃ　ｃｒｙｓｔａｌｓ　ｗｅｒｅ　ｍａｉｎｌｙ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ｇｏｏｄ　ｒｏｂｕｓｔ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ｓｕｐｅｒ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ｗｅｒ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ｗｏｕｌｄ　ｈａｖｅ　ｂｒｏａ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ｐｈｏｎｏｎｉｃ　ｃｒｙｓｔａｌ；ｔｏｐｏｌｏｇｙ；ｒｏｂｕｓｔｎｅｓｓ；Ｄｉｒａｃ　ｃｏｎｅ；ａｃｏｕｓｔｉｃ　ｖａｌｌｅｙ　ｓｔａｔｅ；Ｗｅｙｌ　ｐｈｏ－
ｎｏｎｉｃ　ｃｒｙｓｔａｌ；Ｗｅｙｌ　ｓｅｍｉｍｅｔａｌ；Ｆｅｒｍｉ　ａｒｃ

［责任编辑：郭　伟］

９第５期 　　　　　　　　　　　　　彭　湃，等：拓扑声子晶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