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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向 

光纤磁探测及信号处理，光致超声换能器理论及应用研究，光纤光声生物医学应用研究 

研究简介 

申请人于 2014 年考入杨晓非教授课题组攻读硕士学位，对迈克尔逊干涉型光纤磁传感系统中光干涉信号存在的

偏振衰落和相位漂移问题展开了研究。采用法拉第旋转镜法消除了光干涉信号的偏振衰落问题，利用相位载波交叉相

乘算法解调磁信号解决了光干涉信号的相位漂移问题，搭建的光纤磁传感系统最小可探测磁场强度为 80 nT。随后，

继续在杨晓非教授课题组攻读博士学位，对光致超声换能器的光声理论及其医学应用展开了研究，制备了高能量转化

效率（～3×10-2）、高频（～30 MHz）的光致超声换能器，利用光致超声换能器进行了光纤光声生物医学成像、光声

溶栓治疗等应用研究。此外，申请人博士期间获得 2019 年国家公派出国留学资格，在美国南加州大学进行博士联合

培养积累了生物医学相关的研究经验。申请人博士后继续在杨晓非教授课题组学习，现主持 4 项基金，包括国家自然

科学青年基金、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站中）与面上资助、湖北省博士后创新研究岗位，在这些项目的资助

下深入对光致超声换能器的光声理论和生物医学应用展开研究。在杨晓非教授课题组学习期间，申请人以第一作者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 Nano Energy, Energy & Environmental Materials, Carbon, Composites Part B: Engineering, 

Photoacoustics, Biomedical Engineering Frontiers 等杂志发表 SCI 论文 8 篇，其中中科院一区论文 6 篇，高被引论文 1

篇。 

1、近期研究内容介绍 

◆ 迈克尔逊干涉型光纤磁传感器研究 

磁传感技术在信息工业领域应用广泛，相比于传统磁传感技术，干涉型光纤磁传感技术具有灵敏度高的特点。研

究采用迈克尔逊干涉仪作为光纤磁传感器的探测部分，基于 COMSOL 多物理场仿真与实验，确定了光纤干涉型磁传

感器的相位变化主要来源于光纤长度的变化；张应力作用于磁致伸缩材料上将增大磁致伸缩效应，而横向磁场不会有

纵向伸缩，因此在测试中磁场方向应与材料长度方向保持一致。随后研究发现，基于迈克尔逊干涉型的光纤磁传感测

试系统的干涉信号存在偏振衰落和相位漂移的问题。研究采用法拉第旋转镜法消除了干涉信号的偏振衰落；采用相位

载波交叉相乘算法解决了干涉信号相位漂移的问题。基于 LabVIEW 搭建了迈克尔逊干涉型光纤磁传感器的数据采集

及解调系统，测试结果表明该光纤磁传感系统可探测磁信号的最小频率为 20 Hz，可探测最小磁信号为 80 nT。 



 

 

◆ 光致超声换能器的医学应用研究 

➢ 光纤光声高分辨率内窥成像研究 

动脉粥样硬化是引起心血管疾病的主要原因。易损斑块是一种不稳定的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其破裂是心源性猝死

的主要原因。易损斑块（< 65 µm）的形态学特征作为心血管疾病风险评估的重要指标。高分辨率血管内成像技术可

准确识别斑块形态，为评估斑块易损性和精准治疗心血管疾病提供重要参考。血管内超声(IVUS)具有足够的成像深度，

是评估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重要影像学手段。然而，传统压电 IVUS 的频率范围为 20 ~ 40 MHz，其窄的频带（普遍

＜100%）导致轴向分辨率仅有 60 ~ 120 µm，低成像分辨率使其无法全面而准确评估易损斑块的形态。超高频超声（＞

80 MHz）成像具有高分辨率(19 µm)，但其在组织中的强衰减限制了成像深度。高灵敏度使超声成像具有足够的成像

深度，宽频带特点可获得比同频率压电超声高近 2 倍的轴向分辨率。因此，高频光致超声具有与超高频压电超声换能

器接近的成像分辨率和足够的成像深度，具有对易损斑块进行全面而准确评估的潜力，对其研究具有重要的科学和医

学应用意义。目前，申请人已搭建了国内首套 30 MHz 的全光型光纤光致超声成像系统，并实现了对离体动物血管的

高分辨率内窥成像，相关研究工作整备投稿中。 

➢ 光纤光声高分辨率组织切面成像研究 



 

因钙钛矿甲胺铅碘（MAPbI3,～6.7 μm-1）具有比碳材料（～1 μm-1）更优异的光吸收特性。为提高光致超声换能

器的能量转化效率，申请人首次利用钙钛矿（MAPbI3）作为光吸收材料在多模光纤上制备了高频（29.2 MHz）、高

转化效率（2.79×10-2）的光致超声换能器，搭建了全光型光声成像系统，实现了对鱼眼切面的高分辨率超声成像。通

过第一性原理计算发现，光学声子与声学声子耦合导致 MAPbI3声子寿命降低使其具有低的热导率（～0.4 Wm-1K-1），

低热导率的光吸收材料制备层状结构的光致超声换能器可产生强的热局域效应，从而增强光声转化效率。相关研究成

果已发表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现为高被引论文。 

➢ 光致超声换能器血栓溶解的医学应用研究 

为解决传统压电超声换能器损坏后不可修复的问题，对超声换能器的声学自愈性能及超声治疗的应用展开了研

究。对此，首次提出并制备了具有自修复功能的光致超声换能器，研究发现该换能器损伤后可自愈，且经过 10 次损

伤和修复，换能器的峰值声压可恢复至初始值的 92.3%，这对延长器件使用寿命和抗疲劳特性有重要意义。最后，利

用该光致超声换能器实现了对动物血栓的溶解，相关工作已发表在 Nano Energy。 

◆ 光致超声换能器的理论研究 

➢ 高能量转化效率、高频光致超声换能器的理论研究 

为实现对光致超声换能器频率的精准调控，申请人设计并制备了具有各向异性导热的 CNT 阵列-PDMS 复合材料

的光致超声换能器。采用感应耦合等离子刻蚀技术，使换能器厚度从 200 μm 减薄至 18 μm，中心频率从 3 MHz 增加



 

至 20.2 MHz。根据声学振动理论分析，该光致超声换能器的振动模式为厚度振动，这为精准调控光致超声频率奠定

了理论基础，相关工作已发表在 Composites Part B: Engineering。 

➢ 精准调控光声换能器频率的理论研究 

为解决热声扬声器倍频的问题，消除声信号的频率失真，申请人基于光声效应，设计了一种光驱动的纳米发声器。本

研究以碳纳米管阵列为研究对象，设计了内置纳米亥姆霍兹共振腔的高效光声发声器。研究发现该纳米发声器发射的

声波频率和光调制信号频率一致，避免了声信号频率的失真。研究表明该器件可对声音进行频率不失真的播放，这为

未来乐器的发展提供了新思路，相关工作已发表在 Energy & Environmental Materials。 

➢ 光致超声换能器激光热损伤的理论研究 

由于光致超声换能器的激光热损伤机理尚不完全清楚，导致其因激光热烧蚀造成的使用寿命衰减问题一直未解

决。因此，建立光致超声换能器的激光热损伤理论模型对延长器件的使用寿命具有重要意义。经过前期研究积累，申

请人已建立光致超声换能器的激光热损伤理论模型。基于该理论模型的计算结果表明，理论激光损伤阈值与实验值接

近。此外，当激光能量密度低于损伤阈值时，光致超声换能器可长时间稳定工作，同时产生强的光声信号。最后，从

复合材料热扩散系数的角度证明了该理论模型可为延长光致超声换能器的使用寿命提供重要参考，研究结果为换能器

的合理设计和优化奠定了理论基础，相关研究工作已投稿。 

➢ 动态聚焦型光致超声换能器的理论研究 

为解决传统聚焦超声换能器焦距不可调的问题，申请人首次提出并制备了一种可连续自动调焦的聚焦型光致超声

换能器，其通过改变腔体内气压使换能器凹面曲率连续变化，达到连续自动调焦的目的，从而对光致超声换能器的波

前声场进行调节，通过改变焦距可实现对不同深度组织的高分辨率超声成像，相关工作已发表在 Photoacoustics。 

2、未来研究计划 

申请人后期研究，计划基于光致超声换能器易于微型化和电磁兼容的特点，对光致超声脑神经刺激及治疗中枢系

统神经疾病（如：阿尔茨海默病、癫痫和抑郁症等）展开研究，利用核磁共振成像技术实时研究光致超声对神经系统

疾病治疗的效果。此外，糖尿病是一种危害人类健康的疾病，其中血糖浓度检测是预防和治疗糖尿病的关键。光声测

量法不仅可以克服现有的有创检测方法耗材多、给病人带来生理和心理疼痛的缺点，同时也是一种很有潜力的无创血

糖检测手段。尽管无创血糖测量的研究已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但到目前为止，还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无创血糖检测，

申请人计划基于光声效应进行无创光声光谱血糖检测的研究。此外，根据团队需要开展相关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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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P. Li, et al. Lead halide perovskite based optoacoustic transducer with high energy conversion 

efficiency for high-resolution ultrasound imaging, 2021 IEEE International Ultrasonics Symposium,西

安, 2021-9-12 至 2021- 9-15. 

➢ J.P. Li, et al. Self-healing：A new skill unlocked for ultrasound transducer, 2020 IEEE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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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P. Li, et al. Effects of carbon nanotube thermal conductivity on optoacoustic transducer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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