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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存在一个由温度梯度引起的对流运动
。

显然
,

在钢 的表面上也存在一对流运动
。

在这种对

流作用下
,

出现了熔区内的传质现象
。

一般认为
:

激光熔池内的对流运动能使其合金元素的

分布从极不均匀状态变成分布相对均匀状态〔
“〕,

例如激光合金化
。

实质上
,

这种由表 面 张

力梯度驱动的对流传质在熔池表层的各处是存在差异的
,

也就是说
,

在各处
,

其对流运动的

强度与程度是不 一致的
。

C
.

C h a n 〔“〕和A
.

P a ul 〔‘〕的理论模型证明了这一点
。

由于熔 池 表

层的A 区与B区在其传热和传质上存在差异
,

另一方面
,

根据热传导方程计算出其A 区
、

的 凝

固冷速约为 1
.

O X 10
3
℃ / s ,

而其B 区的凝固冷速约为1
.

3 X 10
“
℃ / s ,

即其A 区 和 B 区的结

晶冷却条件也存在差异
,

这就最终导致了在本实验条件下
,

激光熔凝组织存 在 不 均 匀性
。

本实验现象正是一种合金成分从相对均匀分布状态变成相对不均匀分布状态 的例证
。

激光快

速熔凝后的成分不均匀导致了其黑白色组织的共存
。

因此
,

应当重视这一问题
。

这种对流特

征不仅受到激光束的能量分布均匀与否的影响
,

而且还受到其它工艺参数和材质的热物理特

征的影响
。

对此
,

目前尚难以定量化
。

三
、

结 沦

1
.

激光快速熔凝处理之后
,

在本实验条件下
,

在 C r W M n 钢熔凝表面出现了组织的 不均

匀现象
。

实质上是存在成分不均匀性
。

2
.

这种不均匀性的存在原 因可能是在激光与金属表层熔池的交互作用中
,

由表面温度梯

度导致的对流传质特征在熔池 各处存在差异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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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光二极管驱动光纤标记器

1 9 8 9年7月在 日本的国际光电展览会上
,

索尼公司展示了一种利用偏振棍合到一根直径

4 0郎 m 光纤中的两个IW 的激光二极管的标记系统
。

这个小型 台式系统通过光纤在工件表面

扫描运转
,

提供 1
.

3W 输 出功率
。

去年
,

公司还推出了以二极管激光器为基础的焊接系统
,

据说1 9 8 9年卖出了几套
,

价格

低于1 0 0 0万 日元 (约7万美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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