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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诱导放电材料表面离散处理研究

王之桐 杨明江 周终强 石 茂 韩延良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激光毛化技术中心先进制造工艺力学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190)

摘要 研究了激光诱导放电( LGD)材料表面离散处理的机理和加工方法。在机理研究中发现激光诱导在大尺度

上(放电点间隔)和小尺度上(放电点内部)都抑制了放电的随机性,实现了放电点位置的设定, 增加了强化深度, 提

高了放电点的一致性。在 LGD表面毛化研究中, 发现随着峰值电流的升高, 毛化坑凸起高度和毛化表面粗糙度

( SRa)随之增大,毛化坑凸起的硬度达到 1000 H V。在 LGD表面强化研究中,发现通过控制放电电流和脉冲宽度

能够获得不同径深比的强化点横截面形貌。在长脉冲宽度下强化点的径深比相似, 高电流下的强化点直径更大,

强化层更深,低电流则相反。在短脉冲宽度下强化点的深度相似,而高电流的径深比更大, 低电流则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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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Laser Guided Discharge to Discrete Surface Proc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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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echanism and method of laser guided discharge (LGD) to discrete surface processing are studied. In

the study of LGDmechanism, it is found that laser guiding controlles the randomicity of processing by common arc

discharge in two sides, including a big scale ( spacing of discharge areas) and a small scale ( inside of discharge area).

The position of discharge areas are controlled by the laser focus according to the design. The deepness of discharge

areas are increased. The consistency of discharge areas is improved. In the study of surface texturing by LGD, the

highness of rim of textured crater and the SRa of textured surface are increased with the augment of peak current.

The hardness of rim of textured craters is about 1000 HV. In the study of surface strengthening by LGD, the cross

section shapes of strengthened areas are controlled with the peak current and pulse width. In long pulse width of

discharge, the ratios of diameter to deepness of strengthened areas are similar. The diameters of strengthened areas

with high peak current are bigger than those with low peak current. The deepness of strengthened areas with high

peak current are deeper than those with low peak current. In short pulse width of discharge, the deepness of

strengthened areas are similar. The ratios of diameter to deepness of strengthenedareas with high current are bigger

than those with low peak current.

Key words laser techique; laser guided discharge; discrete surface processing; surface texturing; surface

strength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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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自从激光诱导放电( LGD)现象在 20世纪 70年

代发现后[ 1] ,很多人对激光等离子体与电场的相互作

用机理进行了研究[ 2, 3] ,包括激光脉冲能量、激光脉冲

和放电脉冲之间的延时对诱导效果的影响等内容。

激光诱导放电现象在大气中诱导闪电或长距离的放

电也得到很多研究[ 4~ 8] ,同时此现象在材料加工上的

应用已经有了报道。例如, Gilgenbach 等[ 9] 于 1983

年在大气环境下利用脉冲 CO2 激光诱导放电在铝箔

上进行了打孔实验。Hoshi等
[ 10, 11]

于 1999年在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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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下使用 532倍频YAG激光进行了刻字和加工工件

内部的研究。打孔和刻蚀是利用激光诱导放电的高

峰值功率对材料进行去除加工,同时利用激光诱导放

电的熔凝效应进行材料表面处理也值得深入研究。

1998年王之桐[ 12] 在大气中使用 1. 06 m YAG激光

进行了短间隙(小于 1 mm)诱导放电的机理研究,并

利用该方法进行了材料表面毛化研究。2009年王之

桐等[ 13,14]在大气中使用 1. 06 m YAG激光对材料表

面进行了熔凝强化研究。

LGD作为一种新型的表面离散处理方法, 具有

下列优点: 1)与激光处理相比,该方法使用小能量的

激光脉冲来触发和诱导放电, 整个加工过程以放电

能量为主, 能量转换效率高。2)与电火花处理对比,

激光诱导克服了放电的随机性, 放电点和激光焦点

重合, 实现了加工点的设定分布。3)点状处理保留

了基体的韧性, 能够更好地释放应力,避免加工过程

中工艺裂纹的产生
[ 15, 16]

。

LGD离散处理技术适用于摩擦副的表面加工,

它的加工表面具有下列优点: 1)通过控制放电点的表

面形貌实现控制摩擦。通过调整加工中的放电角度

可以控制放电点的表面起伏。倾斜放电可以将熔凝

物挤出,在材料表面形成凸起和凹陷, 而垂直放电可

以得到平整的表面, 从而控制材料表面的咬合力。

2)通过控制放电点的横截面形貌保证交变载荷下放

电点和基体的结合强度。LGD是一种直径随时间变

化的表面热源, 通过控制放电参数,可以得到具有不

同能量分布特性的热源。从而可以根据疲劳载荷,设

计出相应的放电点横截面形貌,保证放电点的疲劳寿

命。3)通过控制放电点的表面分布位置,能够调节材

料表面的摩擦特性,适应摩擦副的工作要求。

本文研究了在表面离散处理中激光诱导抑制放

电随机性的现象和机理, 并研究了 LGD 材料表面

毛化和表面强化的工艺方法。

2 LGD材料表面处理机理
2. 1 原理和装置

图 1 所示为 LGD 材料表面处理的原理框图。

LGD系统由两部分组成: 激光系统, 由 YAG 激光

器和外光路组成; 放电系统,由电源、可控充电电路、

储能电路和可控放电电路组成。该方法是在现有的

YAG激光聚焦头附近增加放电系统,利用激光脉冲

与材料表面相互作用产生的弱电离金属气团进行诱

导放电,将光能和电能叠加在一起作用进行材料表

面处理。

图 2为实验装置示意图, 1. 06 m YAG激光通

图 1 LGD材料表面离散处理原理框图

F ig. 1 Block diagr am of discrete sur face pr ocessing by LGD

图 2 LGD实验装置示意图

Fig . 2 Schematic of experimental equipment by LG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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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聚焦镜会聚在圆柱电极表面, 激光脉冲能量为

15 mJ,脉宽 120 ns, 焦斑直径 160 m。采用针 板

电极对形式。针状电极材料为WCu 合金, 负极性,

为了避免遮挡, 激光与光路倾斜放置。板状电极材

料为 45# 钢,表面涂机油,接地。信号发生器控制放

电电源和激光脉冲同步工作。

本文研究了大尺度上(放电点间隔)激光对放电

位置随机性的控制作用, 和小尺度上(放电点内部)

激光对放电斑点随机移动的控制作用。

2. 2 激光诱导对放电点位置的控制

在相同放电参数下使用普通电弧放电和激光诱

导放电分别加工 6个点, 每次放电电极位置水平移

动 2. 5 mm ,在图 3 中给出了普通电弧放电点和激

光诱导放电点的体式显微镜照片。图 3( a)为普通

电弧放电点照片, 明显看出放电点的位置不规则,在

水平和垂直放电都有一定的分散性。同时放电点的

形状也不规则,部分放电点呈椭圆形。图 3( b)为激

光诱导放电点照片, 可见在激光诱导下放电点位置

的随机分布被克服,放电点和激光焦点重合,在水平

和垂直方向上放电点均规则排列, 放电点的形状为

规则的圆形。

激光诱导对放电点位置的控制作用原理如图 4

所示。在激光诱导下放电点和激光焦点重合,电弧

方向与试件垂直。放电点的形状比较规则,为圆形。

而普通电弧放电时击穿位置由电场强度决定,电极

和工件表面粗糙度的存在使放电点的位置存在随机

性。当电弧与表面倾斜时,电弧压力会使放电点呈

椭圆状。

图 3 普通电弧放电点( a)和激光诱导放电点( b)的体式显微镜照片

Fig . 3 Three dimensional micro scope photo s o f common arc dischar ge pit ( a) and LGD areas ( b)

图 4 激光诱导对放电点位置的控制作用示意图。( a)普通电弧放电; ( b)激光诱导放电

F ig . 4 Schematic of contr ol of laser guiding in the position of dischar ge ar ea. ( a) common arc discha rge; ( b) LG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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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激光诱导对放电点内部放电斑点随机移动的

控制

在普通电弧放电过程中放电点内部放电斑点存

在随机移动现象。随机移动后的放电斑点会加热前

面的凝固组织, 造成凝固组织的重熔和回火。因为

回火组织的抗腐蚀能力低于熔凝组织, 所以在试样

腐蚀以后形成了熔凝组织和回火组织的界面线。在

图5中对比了100 A 蜂值电流下普通电弧放电点和

激光诱导放电点的横截面照片。图 5( a)为普通电

弧放电点显微组织照片, 箭头所指的位置为熔凝组

织和回火组织的界面线, 脉冲宽度 10. 73 ms, 直径

1. 4 mm,强化深度 320 m。从图 5( a)可以发现存

在多条界面线,这种现象证明了在普通电弧放电过

程中放电点内部放电斑点存在多次随机移动现象。

而图 5( b)中在激光诱导下放电斑点和激光焦点重

合, 放电斑点被固定在放电点的中心, 脉冲宽度

9. 5 ms,直径 1. 58 mm, 强化层深 392 m。因此熔

凝组织沿温度梯度向熔池表面中心生长, 没有重新

熔化和凝固的过程发生。

图 5 普通电弧放电点( a)和激光诱导放电点( b)横截面的光学显微镜照片

Fig. 5 Optical micro scope cro ss section photo s betw een common arc discharg e area ( a) and LGD area ( b)

放电点内部放电斑点的随机移动造成了放电点

直径的分散性。同时放电点组织发生的多次随机熔

凝过程造成了输入能量的额外损耗, 降低了放电点的

强化深度,也增加了强化深度的分散性。图 6( a)对比

了两种放电方法的放电点直径。激光诱导放电点的

直径变化比较规则,而普通电弧放电点的直径分散性

很大。图 6( b)对比了两种放电方法的放电点强化深

度。普通电弧放电点强化深度的分散性依然很大,可

以明显看出激光诱导放电点的强化深度高于普通电

弧放电点。在本文中用放电点直径和强化深度的比

值(径深比)来描述强化点的横截面形貌。两种放电

方法的放电点径深比表示在图 6( c)中。普通电弧放

电点径深比的分散性更大,而激光诱导放电则成功地

控制了放电点的横截面形貌。

图 6 激光诱导放电点和普通电弧放电点横截面形貌。( a)直径; ( b)强化深度; ( c)径深比

Fig . 6 Cross section shape betw een common a rc discharg e areas and LGD a reas. ( a) diameter;

( b) strengthened deepness; ( b) r atio of diameter to deep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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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LGD表面毛化
3. 1 实验装置和方法

实验装置如图 7所示。工具电极使用纯铜圆

盘,与工件表面成一定夹角,负极性。激光与工件表

面垂直,参数与机理研究相同。工件为 45
#
钢圆柱,

正极性, 表面涂机油,接地。在加工过程中, 工件架

在车床上模拟工件回转运动, 圆盘电极以一定的转

速转动,并沿圆柱工件的轴线平动。圆盘电极的使

用,使相邻两次放电发生在圆盘的不同位置上,有利

于放电点的散热,能够减小电极腐蚀,保证电极长时

间稳定工作。在电路中使用传感器测量电压和电流

波形,使用示波器 T ektronixT DS210测量和储存波

形。放电电压和电流波形如图 8所示。

图 7 激光诱导放电表面毛化装置示意图

F ig. 7 Schemat ic of equipment o f sur face

tex tur ing by LGD

LGD毛化表面的形貌特征是本部分研究的重

点。实验手段包括使用体视显微镜 Stemi SV11 拍

摄毛化表面形貌照片, 测量毛化坑直径。使用

Micro XAM 非接触式表面三维形貌仪测量毛化表

面 3D形貌,测量毛化坑的凸峰高度和凹坑深度, 求

得表面粗糙度 ( SRa)数据。制备毛化坑横截面试

样,分析毛化坑组织特征和测量毛化坑的硬度。

图 8 LGD 表面毛化放电波形

Fig. 8 Discharg e wavefo rms of surface tex tur ing by LGD

3. 2 实验结果分析

工艺参数和实验结果如表 1所示。毛化表面照

片如图 9( a)所示。185 A 峰值电流的毛化坑的 3D形

貌如图 9( b)所示。毛化坑按照 0. 66 mm  0. 78 mm

矩阵排列。当峰值电流从 132 A增大到185 A时,毛

化坑凸起的高度从 38. 9 m 增加到 51. 9 m。毛化

坑凹陷的深度从- 21. 6 m 减小到- 16. 8 m。对于

设定式分布的毛化表面,普通一维的 SRa不能准确表

达毛化表面形貌,这里使用三维表面粗糙度 f SRa进行

描述, f SRa的定义为[ 17]

f SRa =
1

L1  L2!
L
1

0
!
L
2

0

f ( x , y ) dxdy , (1)

式中 L1 和 L 2 为毛化坑间距, f ( x , y )为表面起伏数

据。当峰值电流从 132 A 增大到 185 A 时, f SRa从

6. 03 m增大到 8. 46 m。

因为毛化坑的凸起和凹陷是由电弧压力挤出熔

化金属形成的,这里对不同电流下的电弧压力进行

分析。电弧压力由电磁场对等离子体流的加速作用

产生,是电弧等离子体压力的总和,与放电电流和电

流密度分布有关, 即
[ 18]

P a ∀ I # j , (2)

式中 Pa 为电弧压力, I 为放电电流, j 为电流密度。

表 1 实验参数和结果

T able 1 Exper imenta l parameters and results

Peak current / A 132 150 166 185

Pulse w idth / s 124 127 135 138

Discharg e ener gy / J 0. 445 0. 524 0. 608 0. 698

Diameter of tex tured cr ater / mm 0. 555 0. 587 0. 621 0. 65

H eight o f rim o f tex tur ed crat er / m 38. 9 44. 8 42. 6 51. 9

Deepness of pit of t ex tured crater / m - 21. 6 - 23. 8 - 17. 6 - 16. 8

f SRa/ m 6. 03 6. 26 7. 53 8.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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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185 A 峰值电流毛化坑表面形貌。( a)毛化表面体式光学显微镜照片; ( b)毛化坑 3D 形貌

Fig . 9 Surface mo rpho lo gy of tex tured cr ater w ith peak curr ent o f 185 A . ( a) thr ee dimensional m icroscope pho to o f

tex tured surface; ( b) 3D scanning map of tex tured cr ater

通过计算 4种电流参数下平均电弧压力的比值

为 1∃1. 15∃1. 26∃1. 57, 可见电弧压力随着峰值电流

的升高而增大。因此随着峰值电流的升高, 毛化表

面起伏加剧。毛化坑突起的高度随电流升高而增

大,毛化坑凹陷的深度逐渐变浅。同时毛化坑直径

也随电流的增大而增大。毛化坑直径、突起高度和

凹陷深度的综合作用导致毛化表面 SRa 随着电流

的升高而增大。

图 10给出了 185 A 峰值电流的毛化坑横截面

照片。毛化坑的熔凝组织大致可以分成两部分: 由

熔凝组织形成的凸起和下面较薄的固态相变组织。

沿最高凸起处向基体方向测量了毛化坑显微组织的

硬度,测量结果如图 11所示。毛化坑凸起的显微硬

度达到了 1000 HV,毛化坑凸起底部的硬化深度达

到了 20 m。

图 10 185 A 峰值电流的毛化坑横截面照片

Fig. 10 Cro ss section photo of tex tur ed cr ater w ith

a peak cur rent of 185 A

图 11 毛化坑显微组织硬度

Fig. 11 H ardness o f micro str uctur es o f textur ed crater

毛化坑的凸起在轧制过程中会复制到板材表

面,在板材表面形成有利于摩擦性能的凹坑,因此毛

化坑凸起的高度、硬度和凸起底部的强化深度是决

定毛化质量的关键指标。利用 LGD 方法得到的毛

化坑凸起高度达到了 38. 9 m 以上,同时具有高达

1000 HV 的显微硬度。凸起底部的强化深度达到

20 m 左右,能够保证毛化表面的使用寿命。

4 LGD表面强化
4. 1 实验装置和方法

实验装置如图 2 所示。平板试样材料为 45#

钢,正极性, 表面涂机油, 接地。针状电极材料为钨

合金,垂直平板试样。激光与平板试样成一定夹角

实施诱导,参数与机理和表面毛化相同。在相似的

脉冲宽度下, 比较了 4种峰值电流下( 50, 100, 150

和 200 A)强化点横截面形貌的变化, 包括强化点直

径、强化深度和径深比。放电电压和放电电流波形

如图 8所示。

4. 2 实验结果分析

图 12给出了不同电流下的强化点横截面形貌,

发现随着峰值电流的升高,强化点直径曲线的间隔

大致相同,成线性增大关系,而强化层深度的增加速

度随电流升高而变慢。观察 50, 100和 150 A 3条

曲线。在长脉冲宽度放电阶段, 例如 8~ 10 ms 之

间,不同电流下的放电点径深比接近一致。此时高

电流的强化点具有大直径和深的强化深度,而低电

流下的强化点则具有小直径和浅的强化深度。在短

脉冲宽度放电阶段, 例如小于 3 ms, 不同电流下放

电点的强化深度基本相同。高电流下的放电点具有

大直径和高的深径比, 反之低电流下放电点具有小

直径和低的深径比。200 A下的径深比曲线和另外

3条曲线略有不同。随着脉冲宽度的增大, 曲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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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速度变慢。在脉冲宽度大于 4 ms的放电阶段, 放

电点的径深比大于另外 3条曲线。这是因为随着电

流峰值的升高, 放电过程中的气化现象更加明显, 导

致能量利用率的下降。这导致了200 A 的径深比曲

线与其他 3条电流曲线的不同。

图 13给出了一个强化点横截面照片。强化点

显微组织硬度显示在图 14中。从组织形态上来看,

强化层可分为熔凝层和固态相变层两层。在表面下

260 m 以内为熔凝层, 显微组织的平均硬度接近

1000 HV。在 260~ 400 m 之间为固态相变区,随

着距离的增加硬度从 800 HV 快速下降到基体硬度

260 HV。

图 12 不同峰值电流的放电点横截面照片。( a)直径; ( b)强化深度; ( c)径深比

Fig. 12 Cross section shape o f strengthened ar eas w ith different peak curr ents. ( a) diameter ; ( b) strengthened

deepness; ( c) rat io o f diamet er to deepness

图 13 强化点横截面形貌(峰值电流 100 A ,脉冲宽度 8. 5 ms)

F ig . 13 Cross section shape of str eng thened area ( 100 A peak cur rent, 8. 5 ms pulse w idth )

图 14 强化点显微组织硬度(峰值电流 100 A ,

脉冲宽度 8. 5 ms)

Fig. 14 H ardness of m icrostr uctures o f st reng thened

ar ea ( 100 A peak curr ent , 8. 5 ms pulse width )

5 结 论
研究了表面离散处理中激光诱导抑制放电随机

性的现象和机理, 和 LGD 材料表面毛化和表面强

化的加工方法,得出:

1) 在机理研究中发现激光诱导从两方面抑制

了放电的随机性: 首先,在大尺度上(放电点间隔)放

电点和激光焦点重合, 抑制了放电点位置的随机分

布,对放电点位置实现了设定;其次, 在小尺度上(放

电点内部)激光诱导抑制了放电斑点的随机移动,避

免了放电点显微组织的重复熔凝现象, 提高了能量

利用率,增大了强化深度,保证了放电点横截面形貌

2137



中 国 激 光 37卷

的一致性。

2) 在 LGD表面毛化研究中, 重点分析毛化坑

的表面形貌特征。发现激光垂直诱导、倾斜放电时,

利用电弧压力可以将熔凝物吹起,对材料表面进行

造型。随着峰值电流从 132 A 增大到 185 A, LGD

毛化坑的凸起高度从 38. 9 m 增大到 51. 9 m, 毛

化表面的 SRa 从 6. 03 m 增大到 8. 46 m。凸起

的硬度达到 1000 HV, 凸起底部的强化深度达到

20 m,能够保证毛化表面的使用寿命。

3) 在 LGD表面强化研究中, 重点分析强化点

的横截面形貌特征。发现在峰值电流50~ 150 A 范

围内在长脉冲宽度放电阶段( 8~ 10 ms) , 强化点的

径深比基本相同,而高电流下强化点直径更大,强化

层更深,低电流则相反。在短脉冲宽度放电阶段(小

于 3 ms) , 强化层深度基本相同, 高电流可以获得大

直径的强化点, 而低电流则相反。当峰值电流提高

到200 A时,由于气化过程的加剧,造成能量利用率

下降,在长脉冲放电阶段(大于 4 ms)径深比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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