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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冲激光辐照ZrO2涂层的18_8不锈钢 
7一 1[ 

快凝组织与精细结构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非线性力 一 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080) 

摘 要 利用脉冲撤光辐照研究超高温度梯度下表屡预置zro2纳米颗粒涂层的 18—8奥氏体不锈钢的快凝组织形态，微结构特征 

及力学性质，结果表明，在表层约 15 m 范围内形成 Zr的台金化微区， Zr最大含量 (原子分数)为43．3％ 但 Zr成分分布存在 

不连续特征，预置纳术 ZrO2陶瓷涂屠明显提高了激光作用深度 超高温度掸度和高冷却速率显著细化了快凝亚组织并得到趣细技晶厦 

胞晶，并观察到位错胞及橱栏孪晶两类亚晶 而激光熔区的外延生长机制未使晶粒细化 激光辐照后，旨金化区硬度增加而弹性模量降 

低，其余部分硬度增加而弹性模量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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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coating was synthesized on an austenite stainless steel surface by la．ser alloying of nano- 

particle using a pulsed laser．The rapidly solidified morphology,microstructure，hardness，and modulus 

~,-ere investigated The existence of Zr-alloying．with non-uniforill distribution of Zr composition．was seen 

in a scope of 15 p,m iust below the Sill"face．The rapidly solidifled sub-grain i e is refined signiiitautly 

and cell of austenite，is refined significan tly due to the ultra-high temperature gradient and high cooling 

rate．In addition，two fine structures，i．e ，cellular dislocatioU an d paling twins were observed However， 

the grain in laser remelted zones is not fined because of epitaxial growth．The effect of laser radiation on 

hardness an d modulus WR8 analyzed． 

KEY W 0RD S pulsed laser．rapid sohdification alustenite stainless steel microstructure，SUb-structure 

脉冲激光辐照可在材料表层形成超高温度梯度及极快冷 

却速度 [11，作用于材料时产生剧烈的加热与冷却瞬态过程， 

熔池温度场随激光脉冲频率而周期性强烈起伏振荡，这种极 

端条件下的热物理和材料结构性能研究是目前重要研究课 

胚 ．脉冲激光作用下材料发生快速非平衡凝固及固态相 

变，新相的形核率极高而长大过程受到强烈抑制，可望获得 

超细及新颖组织结构．本文研究了脉冲激光作用下 18_8不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19704100及中国科学院基金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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锈钢的快凝特征．微观组织结构及力学性质． 

1 实验方法 

选取 18—8不锈钢为实验材料，试样形状为 20 mm × 

20 mm ×15 rm ，化学成分 (质量分数， ％)：C 0．06， 

Cr 18．95，Ni 8．85，Mn 1．82，P 0．028，S 0 023，亲为 Fe． 

利用声光调制 Nd：YAG激光器进行单脉冲加工，加工参数 

为：频率 10 kHz，脉宽 300 US，平均功率 90w，光束直径 

200 m，氩气保护 在试样表层疆置 Zr02涂层，颗粒直径 

为 4--8 um，枯结剂为酚醛树脂，由测厚仪测量预置涂层厚 

度 利用 Neuphot一21光学显微镜． KYKY2800型扫描 

电子显微镜 (SEM／EDX)及 H-8O0、 JEOL一2000透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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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显微镜(TEM)进行成分测量并观察激光作用区的快凝 

组织生长形态及微观结构 沿表面平行方向制备熔区次表层 

TEM 薄膜样品 机械减薄击掉表层厚度约 15 m，利用电 

火花切割 0 2 mill厚样品，环氧树脂保护激光作用面．从基 

体向表层方向进行化学减薄至 0 04 min，最后离子减薄及穿 

孔．利用 CSEM NHT纳米硬度仪测量激光作用区弹性模 

量及硬度 

2 实验结果与讨论 

2．1 激光熔凝深度 

图1为预置 ZrO2涂层厚度对激光熔凝区深度的影响 

实验观察到具有预涂层的熔区深度为 50—70 pm，表层汽化 

程度较轻．而无涂层的激光熔凝区深度为20—30 m，表层 

存在明显的汽化现象 同时．预置涂层厚度存在最佳范围，厚 

度小作用不明显，厚度太大将使作用深度减小 实验结果表 

明适当厚度的预置涂层可有效地增加脉冲激光辐照深度，这 

可归因于纳米陶瓷颗粒较高的热量吸收与传导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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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1 俏稼层厚魇对激光作用区睬魇的影响 

Fig．1 Laser remelted depth 日thickness of Zr02 coating 

图 2 为 100 Ylm 厚涂层激光作用区 zr 成分的 

SEM／EDX分析结果．3次线扫描分析结果表明在表层约 

15 m 内已存在 zr，因而所选择的激光加工条件下可形成 
一 定程度的激光合金化效果．但 zr的成分分布呈现不连续 

的非均匀特征 与连续 YAG激光均匀台金化的结果不相 

同． 

2．2 快凝生长形态 

图3为预涂 lOOnm 厚 zT02涂层激光作用区的一组光 

学显微图像 图 3a为熔池横截面的光学显微图 图 3b—d 

为距表层 20 m 处熔池正截面的光学显微图，图 3b对应 

于熔池边缘区域，图 3c，d均对应于熔池的中心区域． 

虽然脉冲激光的作用过程具有超高温度梯度和极快冷却 

速度，但熔区晶粒生长沿热流方向和熔池边界晶粒取向仍呈 

现典型的外延生长特征(图3a)，新生成的晶粒在熔池边界 

优先形核，并沿该处的热流方向与晶粒取向朝熔池心部凝固 

生长 由于相邻晶粒间存在一定的位向差，熔区内可形成多 

图 2 激光作用区元素线扫描谱 

Fig．2 Zr distribution by EDAX 

Curves 1，2，and 3 correspond to different zones 

种形态外延生长的枝晶 

激光辐照区存在两类界面(图3b—d)，即晶粒边界以及 

快凝亚晶粒 (枝晶)边界．可“看出即使在脉冲激光作用下 

熔区的晶粒并未明显细化，与基体原始晶粒尺度相当．这是 

由于快凝组织为外延生长机制，其晶粒尺寸受基材原始晶粒 

尺寸所制约 而激光熔区的枝晶亚组织则显著细化，最大， 

最小及平均枝晶间距分别为 2．01、 0．66及 1．49 m 亚 

组织的尺度主要取决于冷却速度 冷速 ( )与特征尺度 (d) 

的关系符合 d=口 一 、其中 口与 为常数， 一般取值 

在 0与 1之间 冷速愈太，溶质扩散路程愈短，快凝组织 

愈细 同时，热流方向对晶体生长方向的影响随温度梯度 ／ 

凝固速度值的增大而增大 J，枝晶形核长大受结晶学各向异 

性与热传导两个条件的相互制约 ，有时使生长方向偏离这 

两个方向，某些桂晶并非严格沿热流方向生长 (图3c，d) 因 

此，脉冲激光快凝实现了快凝枝晶亚组织的超细化，而晶粒 

没有细化．在连续激光快凝研究中亦观察到类似的结果 

2．3 快凝组织精细结构 

图 4为快凝组织的 TEM 明场像．图4a，b均为超细胞 

晶形貌，内部分别具有高密度的微变形孪晶及位错缠结精细 

结构．脉冲激光作用具有超高温度梯度和较快凝固速度，在 

熔区的上部区域发生高速生长时溶质扩散距离显著减小 毛 

细作用长度增大 温度梯度和毛细作用的共同影响显著增加 

枝晶尖端后溶质浓度，形成从根部至端部的显著溶质流．使 

具有 Ivantsov解的枝晶尖端受到干扰并抑制了侧向分枝的 

发展，枝晶生长不稳定，侧向分枝逐步退化从而形成新的超 

细胞晶组织 在激光辐照区还观察到尺度更小的两类精细亚 

晶结构 一是位错胞，如图 4c所示，可观察到较为完整的 

胞状形态．胞的整体结构及胞壁厚度变化不大，胞内办为高 

密度位错．还可观察到位错胞与运动位错存在交互作用 二 

是孪晶栅栏结构，如图 4d所示，多为两方向交叉排列，同 

．￡la∞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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囝 3 激光熔区的快凝生长形貌 

Fig·3 Optical morphologies of the molten pool in 18— 8 stainless steel with ZrO2 pre~coating of 100 nm thickness Dented by laser 

(a)㈣  _secti0n view (b)top view at the pool boundary (c)，(d)top view in the interior region of the pool 

圉 4 激光熔区的微观结掏 

Fig一4 TEM  micrographs of the laser molten pool in 18— 8 stainless steel 

(a)cell with twins (b)cell with dis10cati。ns (c)cellular dislocation (d)paling tw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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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栅栏状变形孪晶包围的区域内亦存在缠结位错． 

脉冲激光处理后形成了由位错胞和册栏孪晶构成的大量 

亚晶粒，亚晶粒内部亦是高密度的位错，这种亚晶结构的形 

成与脉冲激光作用下熔区高变形速度及大的变形量有关 is1． 

激光冲击强化 和表面爆炸强化 奥氏体组织均可形成 

位错胞和孪晶栅栏，位错胞是激光作用引起的快速变形所造 

成的，与低周应变疲劳过程中形成位错胞的机制不相同 

2．4 快凝组织的力学性质 

图5为基体及激光作用区弹性模量 E及硬度 H的实验 

结果 由于纳米硬度仪的载荷作用区域远小于晶粒尺度，弹 

性模量存在各向异性，固而在不同区域均进行多点测量．可 

以看出从熔池与基体界面至距表层 15 m 的范围内，硬度 

明显增加，快凝组织细化以及形成胞状位错及栅栏孪晶等精 

细亚结构是主要的强化机制．模量没有变化，这是由于不存 

在成分变化． 

在熔池最表层约 15 m 范围内硬度显著增大而模量降 

低，这是由于多脉冲激光使表层产生微合金化效应，使该区 

围 5 激光熔区纳米硬度及模量 ) 

F|g．5 Hardness and modulus( 】of the remelted zone mea_ 

sured by nanoindentation 

域化学成分和相应微结构均发生变化．该区域的微结构研究 

结果将另文报道 

3 结论 

(1)脉冲激光辐照具有 ZrO2涂层的 l8_8钢可实现钢 

表层 zr的合金化，合金化深度为 15 m，Zr最大含量 (原 

子分数)为 43．3％，Zr成分分布存在不连续特征． 

(2)激光熔区为外延生长机制，熔区晶粒无明显细化 

在超高温度梯度和极快凝固速度的共同作用下，快凝亚组织 

显著细化，得到超细枝晶及胞晶． 

(3卜陕凝组织存在位错胞及栅栏孪晶两类亚晶，均为稳 

定精细亚结构 

(4)在整个激光辐照区． zr合金化区的硬度显著提高 

而模量降低．其余区域硬度提高而模量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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