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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厚%光胶法控制超薄+变形平面零件

的加工工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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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一直径为$-00,12$,312#4/,567和86$9的:(平面零件加工为例,详细介

绍了增厚%光胶法控制超薄+变形平面的加工工艺流程及采取的关键工艺措施,并对加工过程中的

参数进行了分析和总结,最后确定了保证该零件各项指标的量化参数;实践证明!该方法能够保

证零件高精度面形及平行差要求,解决了超薄+变形零件在长期加工中出现的合格率低+返工率

高现象;该方法在保证零件精度的同时,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成本,适用于批量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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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平面镜直 径’或 边 长)与 厚 度 之 比 大 于 "/!"
的在光学上一般称为薄形平面镜,在加工中通常会

出现由于粘结拉力+温度变化及其他外力影响而引

起零件表面变形,达不到设计的面形精度要求’对
面形精度不作要求的除外),尤其是直径与厚度比

越 大,面 形 精 度 和 平 行 差 要 求 高 的 零 件 变 形 就 越

大,加工难度就更大;零件的厚度与直径之比为"!
$-,被界定为"超薄#零件,采取传统的加工方法在

加工中主要存在$个难点!由于超薄而导致的面形

精度难以保证<平行差出现像"虚#,无法准确判断

平行差精度;本文主要通过实例对超薄+变形零件

加工中的关键技术措施做了详细的介绍与分析,保

证了零件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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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厚"光胶法定义

在平面镜粗磨阶段增加坯平厚度尺寸#加厚尺

寸随零件大小而定#但一般远大于同样直径的常规

加工余量#作用是减少第!个平面加工时的变形#
成盘精磨$抛光第!个平面%然后采用光胶的方法#
作用是减少粘结变形#按完工尺寸要求粗磨$精磨

和抛光第&个平面#以达到图纸精度指标’

& 增 厚"光 胶 法 加 工 超 薄$变 形 零 件

的工艺流程及具体操作步骤

该零件主要技术指标如表!所示’
表! 零件主要技术指标

()*+,! -)./01)+.2.3)4.5/6257,+,8,/4

材料 厚度9::平行差9;<=直径9:: > ?> 表面疵病

@A !BCD&C & &E & CDF G

工艺流程如下H

下面以该零件为例#阐述增厚法加工平面零件

的主要操作步骤’为使操作步骤叙述得更直观$更
清楚#特 给 出 粗 磨 完 工 后 零 件 的 简 易 图#详 见 图 !
所示’

图! 粗磨完工零件简易图

I.JD! K.)J7)852751JL+MNJ7./O,O,+,8,/4

!=粗磨H按工艺要求保证零件外圆$厚度$二

面角及表面粗糙度精度要求’
&=&面点胶H先在&面上涂洋干漆#自然干透

后#放在!CCP 灯泡下预热Q:RS%再将火漆点按图

&位置排列点在零件上#恒温’

图& 零件&面胶点排列分布图

I.JD& K.647.*14.5/T5./46523,8,/45/4U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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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面精磨H分别用QC&V和QCQV金刚砂进

行磨削#磨削量为CD!::和CDCF::’
W=!面抛光H按常规方法进行抛光#面形达工

艺要求>XY!#?>XCDF’
F=!面光胶H将光胶面 按 常 规 操 作 方 法 光 胶

在平面光胶板上’
Z=&面精磨H分别用&[CV#QC&V和QCQV金

刚砂 进 行 磨 削#磨 削 量 为 CDF::#CD&F::和

CDCF::#同时控制经QCQV金刚砂精磨后的边厚

差达到微米级以内’
E=&面抛光H按常规方法进行抛光#下盘前镜

盘的面形达工艺要求>XYF\YW#?>XCDF’
[=&面下 盘$清 洗H零 件 加 工 完 成#按 上 述 磨

削量参数及面形参数控制从而保证零件的图纸精

度要求’

Q 加工中采取的关键技术措施

QD! 粗磨工步坯平厚度尺寸的确定

粗磨坯平厚度尺寸由零件具体直径来确定#厚
度太薄则变形大#面形精度不易保证#厚度太厚则

后序工步费时费工费料’实践验证#粗磨厚度尺寸

的给定原则应在保证不变形的情况下进行确定#粗
磨坯平 厚 度 尺 寸 与 直 径 比 例 选 为;!]!C=\;!]
!Q=较为合适%同时粗磨工步坯平厚度尺寸还应参

考各单位工艺水平的具体情况方能确定’
QD& !面的胶点排列及上盘温度控制

要保证!面下盘后面形达到图纸要求#还必须

控制胶点的排列方式和个数$胶的软硬及上盘时温

度’胶点在零件上的分布应根据零件的形状和尺寸

大 小 而 定#但 应 以 对 整 个 零 件 的 拉 力 均 匀 分 布 为

准#同时粘结时所用点的几何形状和尺寸大小;粗$
细=要力求均匀一致#以免由于点的形状$尺寸不一

而在粘结后引起零件局部变形’该零件的胶点排列

分布按腰部Z个;直径QDF::#高!DF::=胶点进

行均匀分布排列%上盘时应严格控制胶平模的预热

温度#以刚好熔化火漆为准’温度太高时#由于胶平

模和零件之间的膨胀系数差异#冷却后对零件造成

拉 力 不 均%温 度 太 低#则 粘 结 不 牢#加 工 时 容 易 脱

胶’上盘后#应放在水平台上让其自然冷却#忌用冷

水降温’

QDQ 零件在精磨$抛光过程中面形修改

在精磨$抛光过程中#应逐步修改光圈#直到不

出现光圈高低的突然变化#否则在下盘后零件还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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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变形!

"#$ 零件%面下盘前光圈道数的确定

%面下盘前光圈道数控 制 到 多 少 就 一 定 能 够

保证零件下盘后的面形能达到图纸精度要求&这也

是一个关键问题’而光圈道数控制又与设备(主轴

转速(温度(材料(抛光负荷(零件尺寸及恒温时间

等有密切关系&不能统一而论!该零件的%面在下

盘前的主要控制参数)主轴转速*+,-%./转0123’
抛光负荷为传统设备上的三角架及镜盘自身重量’

温度为%"4’恒温时间为%5’恒温后镜盘单件的光

圈678"&967.#,!

$ 效果

该零件通过不同操作者的加工&实践证明采用

增厚:光胶法从根本上解决了超薄(变形零件的加

工技术难题!增厚:光胶法与普通加工法相比&在加

工精度(生产效率及成品率上都有显著提高&详见

表%所示!

表% %种不同加工方法的加工精度(生产效率和成品率比较

;<=>?% @ABC<DEFAGAHCDAI?FFEGJ<IIKD<IL&CDAMKINEAG?HHEIE?GIL<GMLE?>M=?NO??GNOAMEHH?D?GNB?NPAMF

加工方法
零件加工精度

67%&967.#, QR%S
生产效率 成品率

普通加工方法 %.T合格
".T合格’常表现为表面

反射像U虚V

增厚:光胶法 +..T合格 ".W以内’无像U虚V现象

采用新方法生产效率

提高,-X倍

Y".T

Z[,T

, 结束语

本文对超薄(变形零件的增厚:光胶法 加 工 工

艺进行了详细研究&通过采取关键措施很好地解决

了加工中出现的难题&总结出了一套工艺方法及操

作经验&实践证明该方法能够很好地保证该零件的

加工精度&大大提高了加工效率&有利于批量生产

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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