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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从毫米波到红外线的过渡性谱段，太赫兹波具有许多独特的电磁

学性质，在通信、遥感、天文、生物医学等诸多应用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

前景。然而，太赫兹频段处于宏观电子学和微观光子学的边缘地带，该频

段的器件成熟度尚有待大幅提升。由于太赫兹发射功率有限，传播衰减显

著，无线系统亟需高灵敏低噪声的信号检测技术来提升作用距离。目前低温

超导接收技术是一种提升太赫兹系统灵敏度的可行办法，但由于其制冷系统重量、

体积和功耗显著，在一些实际场景中存在一定的应用局限性。近年来，本团队在准

光学耦合的太赫兹低温接收前端及系统集成方面取得了一些研究进展，具体包括准

光耦合高Tc超导约瑟夫森接收技术、准光耦合低温肖特基半导体接收技术，在此基

础上成功搭建并演示了基于高灵敏轻量化准光耦合低温接收前端的太赫兹通信验

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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