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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冲击强化过程中蒸气等离子体
压力计算的耦合模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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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水动力学与海洋工程重点实验室,北京100190)

  摘要:首先基于系统能量守恒条件,提出了一种计算蒸气等离子体压力的一维耦合计算模型。模型中不

仅考虑了蒸气等离子体界面压力与质点速度的非线性效应,同时也考虑了界面烧蚀所致的运动速度,将蒸气

等离子体的膨胀与约束介质的变形耦合。在耦合模型的基础上,采用显式差分计算程序与显式有限元计算程

序LS-DYNA互相迭代求解的方法,对不同激光功率密度分布下的蒸气等离子体压力进行了计算。结果表

明,计算结果与实验测量结果具有很好的一致性,证明了计算模型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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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光冲击强化通过高功率密度激光与金属材料的相互作用,诱导材料表面发生塑性变形,形成残余

压应力,显著改善材料的表面硬度和强度,延长材料的疲劳寿命,是一种有效的材料表面改性方法[1-4]。
与传统的表面强化工艺相比,激光冲击强化具有表面粗糙度小、残余压应力幅值高且塑性层深等优点,
已被广泛应用。

  强激光束辐照金属靶体表面时,金属表面的涂层材料将迅速地熔化、气化,并形成蒸气等离子体。
蒸气等离子体继续吸收剩余激光能量,温度和压力迅速升高,在透明约束介质及靶体内部形成冲击波。
当冲击波强度超过材料的动态屈服极限时,材料发生塑性变形并形成残余压应力。因此,等离子体的压

力特征是激光冲击强化效果的直接影响因素。

  激光冲击强化过程中的蒸气等离子体压力计算模型已经发展了很多。B.P.Fairand等[5]基于有限

差分方法,提出了一维激光辐射和流体动力学模型。R.Fabbro等[6]基于能量守恒方程,提出了压力预

测的一维分析模型。ZHANGWen-wu等[7]、A.Sollier等[8]对R.Fabbro等[6]的模型做了改进,引入更

多的控制方程,发展了压力计算方法。J.D.Colvin等[9]、WUBen-xin等[10]分别针对约束层为蓝宝石和

水的情形,考虑绝大部分的物理过程,提出了一套比较完备的压力计算模型。但是以上的压力计算模

型,在约束层及靶体材料与蒸气等离子体接触表面的边界上,假定压力与边界质点速度成线性关系p=
Zup,即等效阻抗Z为常数,没有考虑约束层及靶体的材料本构关系和几何尺寸对压力的影响。对于激

光冲击强化过程,假设材料处于一维应变状态[11],冲击波速度us=
(1-ν)

ρ(1+ν)(1-2ν)
dσ
dε
,则等效阻抗Z

=ρus=
(1-ν)ρ

(1+ν)(1-2ν)
dσ
dε

是与材料的本构关系和应力状态相关的,应该与压力及其变化率相关。

  本文中,提出一种新的压力耦合计算模型。模型中考虑蒸气等离子状态变化与约束介质及靶体材

料变形的相互耦合关系,同时也计入约束层和靶体的界面烧蚀过程。并将压力计算结果与实验结果进

行比较,拟为激光冲击强化过程中蒸气等离子体压力的准确预测提供一种有效的计算方法。

* 收稿日期:2010-10-19;修回日期:2011-06-22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0972228,11002150,91016025);中国科学院科研装备研制项目(YZ200930)
作者简介:吴先前(1982— ),男,博士研究生。



1 问题描述与计算模型

  激光冲击强化涉及很多物理过程,问题复杂,基本作用原理如图1所示。激光与吸收层材料作用形

成的等离子体由于受到约束层、吸收层及靶体材料的限制膨胀作用,在约束介质里产生高强度冲击波。
系统的输入参数为激光能量,整个过程中各材料的变形相互耦合,系统的能量应满足守恒条件。

  本文中从激光能量传输的角度研究激光冲击强化这个复杂的物理现象,并由此提出了激光冲击强

化过程中压力计算的一维耦合模型,如图2所示,给出了激光能量在界面的反射和介质里的吸收,激光

初始功率密度为I0(t)。激光在界面A 和B 反射和透射,在约束层、等离子体及吸收层吸收激光能量,
用于界面熔化、气化及等离子体内能的增加,形成高温高压等离子体并产生冲击波;等离子体膨胀过程

中对约束层及吸收层材料做功,使界面B 和C 以一定的速度运动。同时界面B 和C 也会由于激光的直

图1 激光冲击强化的基本作用原理

Fig.1Basicmechanismoflasershockpeening

接作用而产生后撤速度。蒸气等离子体与约束层的

界面(界面B)的反射系数会随温度发生改变,采用

文献[10]的计算结果。约束层界面反射率为Rc,吸
收因数为αc,约束层厚度为hc,材料本构关系为σc
=gc(εc,̇εc),mc 代表约束层材料本构参数,界面B
的激光烧蚀所致运动速度为uev,c,应力波扰动所致

运动速度为uc;等离子体的长度为L(t),吸收系数

为κp;激光剩余的能量全部由吸收层吸收,它的厚

度为ha,材料本构关系为σa=ga(εa,̇εa),ma 代表吸

收层材料本构参数,界面C 的激光烧蚀所致运动速

度为uev,a,应力波扰动所致运动速度为ua。

图2 一维耦合计算模型

Fig.2One-dimensionalcouplinganalyticalmodelforplasmapressure

  由于激光在约束层界面来回反射,定义总的吸收因数Ac 和总的透射因数Tc 分别为[12]

Ac=
(1-Rc)(1-e-αchc)
1-Rce-αchc

,   Tc=
(1-Rc)2e-αchc

1-R2
ce-2αchc

(1)

  为了简化计算,便于物理问题的分析,对模型做以下假定:

  (1)计算模型采用一维假定。与材料厚度相比,光斑直径较大时,二维效应可以忽略[7]。

  (2)激光的反射、吸收与物质运动及状态无关。

  (3)为保证计算的收敛性,假定蒸气等离子体具有较小的初始长度,且吸收系数不随状态发生改变。

  (4)蒸气等离子体为均匀状态,压力相等,在激光辐照结束后是绝热指数为5/3的作准静态膨胀的

理想气体,满足气体绝热方程[6]。

  (5)约束层及吸收材料吸收的激光能量用于表面的熔化、气化过程,界面热传导和热辐射作用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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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输运近似表征。

  (6)界面B 和C 的运动速度由激光烧蚀速度和应力波扰动的质点速度叠加组成[7]。两部分速度分

别按照不同的控制方程分别进行计算。

  根据假设条件,等离子体的膨胀速度由两个接触边界的烧蚀速度和应力波扰动速度叠加组成。因

此蒸气等离子体的膨胀满足连续性条件

dL(t)
dt =uc+uev,c+ua+uev,a (2)

  等离子体吸收的能量,一部分用于对两端约束介质做功,另一部分转化为等离子体的热能。蒸气等

离子体被认为是理想气体,满足能量守恒方程。

  在激光辐照阶段,有

Ip(t)=p(t)dL
(t)
dt +dLet

dt
,   et=32αp

(t) (3)

Ip(t)=I0(t)Tc[1-exp(-κpL)] (4)
式中:et 为单位面积的内能。

  在激光停止辐照阶段,有

p(t)=p(τ)L(τ)
L(t

æ

è
ç

ö

ø
÷)
γ

(5)

式中:τ为激光脉冲时间。

  式(3)中右端第1项表示等离子体对两端约束介质的做功,第2项表示等离子体内能的增加。式

(5)中L(τ)、p(τ)分别为激光辐照停止时刻蒸气等离子体的厚度和压力,γ为蒸气等离子体的气体绝热

因数,取1.667。

  假设强度均匀分布的热量引起约束层及靶体材料表面烧蚀,烧蚀过程按照简单气化处理。则界面

B 和C 的烧蚀速度分别为

uev,c= I0(t)Ac

ρc[Lc,c+Lc,n+cc(Tc,c-Tc,n)]
(6)

uev,a= I0(t)Tcexp(-κpL)
ρa[La,c+La,n+ca(Ta,c-Ta,n)]

(7)

式中:ρc、Lc,c、Lc,n、cc、Tc,c和Tc,n分别为约束层材料的密度、熔化潜热、气化潜热、比热容、熔点和沸点;

ρa、La,c、La,n、ca、Ta,c和Ta,n分别为吸收层材料的密度、熔化潜热、气化潜热、比热容、熔点和沸点;I0(t)Ac

和I0(t)Tcexp(-κpL)分别为约束层材料和吸收层材料吸收的激光功率密度。

  约束层及靶体材料为一维应变状态时,应力波扰动所引起的界面速度可以用界面的质点速度表征。
应力波扰动引起的边界质点速度不仅与材料的本构关系参数有关,而且与材料的厚度相关,是应力及应

变率的函数。当约束层及靶体材料发生弹塑性变形时,影响机理比较复杂。质点速度不仅与蒸气等离

子压力p相关,而且与压力变化率dp/dt相关。p、dp/dt分别表征材料的应力状态和应变率水平

uc=fc(p,dp/dt,mc,hc) (8)

ua=fa(p,dp/dt,ma,ha) (9)

  如果在计算时间tcal内,介质中反射的应力波未到达与蒸气等离子体的接触界面,可以不考虑材料

厚度的影响

uc=fc(p,dp/dt,mc) (10)

ua=fa(p,dp/dt,ma) (11)
质点速度与压力及其变化率的关系,通过建立一维压缩的有限元模型,采用显式动力学程序LS-DYNA
及其后处理LS-PREPOSTD进行迭代计算。

  计算使用显式的有限差分方法结合显式动力学程序LS-DYNA进行迭代求解。采用时间上向前差

分的显式差分格式对控制方程进行离散。控制方程及离散后的显式差分方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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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t)
dt =uc+uev,c+ua+uev,a

Ip(t)=p(t)dL
(t)
dt +dLet

dt

et = 3
2αp

(t)
t<τ

Ip(t)=I0(t)Tc[1-exp(-κpL)]

p(t)=p(τ)L(τ)
L(t( ))

γ

t>τ

uev,c = I0(t)Ac

ρc[Lc,c+Lc,n+cc(Tc,c-Tc,n)]

uev,a = I0(t)Tcexp(-κpL)
ρa[La,c+La,n+ca(Ta,c-Ta,n)]

uc =fc(p,dp/dt,mc,hc) hc< 12ce,ctcal

ua =fa(p,dp/dt,ma,ha) ha< 12ce,atcal

uc =fc(p,dp/dt,mc) hc> 12ce,ctcal

ua =fa(p,dp/dt,ma) ha> 12c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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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i+1)-L(ti)]/Δt=uc(ti)+
   uev,c(ti)+ua(ti)+uev,a(ti)

Ip(ti)= 1+ 32( )α p(ti)L
(ti+1)-L(ti)

Δt +

   3L
(ti)
2α

p(ti+1)-p(ti)
Δt ti+1 <t*

Ip(ti)=I0(t)Ac

p(ti)=p(τ)L(τ)
L(ti( ))

γ

ti>t*

uev,c(ti)= I0(ti)Ac

ρc[Lc,c+Lc,n+cc(Tc,c-Tc,n)]

uev,a(ti)= I0(ti)Tcexp(-κpL)
ρa[La,c+La,n+ca(Ta,c-Ta,n)]

uc(ti)=fc(p0,p1,p2,…,pi;hc) hc< 12ce,ctcal

ua(ti)=fa(p0,p1,p2,…,pi;ha) ha< 12ce,atcal

uc(ti)=fc(p0,p1,p2,…,pi) hc> 12ce,ctcal

ua(ti)=fa(p0,p1,p2,…,pi) ha> 12c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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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ce,c和ce,a分别表示一维应变条件下约束层和吸收层材料里的弹性波速。

  整体计算流程如图3所示。计算流程根据激光的辐照时间分为两个阶段。激光辐照阶段采用能量

守恒方程,激光辐照停止后,等离子体处于绝热膨胀阶段[6],满足气体绝热方程。蒸气等离子体压力与

约束层及靶体材料接触界面的运动速度迭代计算。

图3 蒸气等离子体压力的计算流程

Fig.3Analysisprocessforplasmapressure

2 结果和讨论

  为了验证模型的正确性,将计算得到的不同激光功率密度分布下的压力峰值与已有的实验测量结

果进行对比。计算条件与实验条件一致,靶体材料为单一的材料系统铝材料,约束层材料为水(无熔化

潜热)。对于铝材料,在压力小于2GPa、加载时间在0.3~730.0ns之间时,材料表现为弹塑性力学行

为[11]。因此,计算中铝材料的动态力学行为采用忽略温度效应的简化Johnson-Cook模型[13]描述,材料

参数分别为:ρ=2.77t/m3,E=70GPa,ν=0.33,A=265MPa,B=426MPa,n=0.340,C=0.015。水

用可压缩流体模型,采用Grüneisen状态方程进行描述,材料参数分别为:ρ=1.0t/m3,c0=1.45km/s,

γ=0.5,s1=2.56,s2=1.99,s3=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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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激光功率密度时间分布

Fig.4Normalizedtemporalprofileof
laserpowerdensity

  图5给出了在如图4所示激光功率密度分布下的蒸气等离子体

压力的计算结果。图5(a)为半峰宽25ns、波长1.064μm、激光功率

密度为1~10GW/cm2 时的峰值压力结果。其中实验的等离子体

峰值压力通过VISAR测量自由表面速度后换算得到。计算中α=
0.20,蒸气等离子体的初始长度取10μm。从图中可以看出,计算模

拟结果与实验结果具有很好的一致性。L.Berthe等[14]采用一维拉

格朗日流体动力学程序SHYLAC对实验测量的压力进行了数值模

拟,计算表明,当α=0.25时,模拟结果能与实验结果符合较好。这

是由于他们的计算,在蒸气等离子体边界处假定压力与质点速度成

线性关系p=Zup,对约束层及靶体材料做了近似流体的假设,因此

蒸气等离子体的热能与内能之比α的取值比本文模型中的高。

图5 峰值压力

Fig.5Peakpressures

  图5(b)为半峰宽0.6ns、波长1.064μm、激光功率密度为10~50GW/cm2 时的峰值压力结果。
实验中等离子体的峰值压力通过PVDF压电薄膜传感器测量得到。计算模型中α=0.10,蒸气等离子

图6 界面质点速度与压力关系曲线

Fig.6Relationshipbetweenparticlevelocity
andplasmapressure

体的初始长度取1μm时,计算结果与实验结果整

体符合较好。但随着功率密度的增加,计算结果与

实验结果的差别有所增加,与文献[10,15]中的计算

结果类似。这可能是由于PVDF压电薄膜传感器

在测量较高压力时压电系数的非线性效应,导致测

量结果偏低[15]。图6给出了激光峰值功率密度为

40GW/cm2 时,激光辐照阶段蒸气等离子体与约束

层及靶体材料接触界面应力波扰动的质点速度与界

面压力的关系。可以看出,在远小于峰值压力时,质
点速度与界面压力近似满足线性关系。但随着压力

的增加,界面质点速度与界面压力成非线性关系,体
现了材料参数影响和惯性效应的综合作用,证明了

模型中边界质点速度与压力非线性关系的必要性。

  图7给出了单一铝靶体材料、以水作为约束层材料,在激光峰值功率密度3.42GW/cm2、半峰宽

8.8ns、等离子体初始长度相同的情况下,分别采用边界压力与质点速度成线性关系的计算模型[6,14]和

本文中的耦合计算模型,得到的不同等离子体热能与内能之比α时蒸气等离子体压力的时间历程曲线。
计算中取材料厚度对压力计算结果没有影响的情况。水的阻抗Zw=145kg/(cm2·s),铝的阻抗ZAl=
1392.5kg/(cm2·s),则材料等效阻抗Zeq=2ZwZAl/(Zw+ZAl)=262.65kg/(cm2·s)。从图中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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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出,对两种计算模型,热能与内能之比α较大时,压力计算结果较高。相同α时,采用本文中模型计算

得到的压力比采用线性假定模型的压力高,且α越大差别越大。由于本文中模型的应力扰动所致的边

界运动速度采用弹塑性本构关系描述,因此与按照流体边界假定的压力与质点速度的线性关系计算模

型相比,对等离子体膨胀的限制作用更明显,因此蒸气等离子体的压力计算结果更高。这也说明了为什

么前面的压力计算中,本文中模型蒸气等离子体的热能与内能之比α比文献[14]中的取值高。

  图8为蒸气等离子体初始长度10μm、激光功率密度3.42GW/cm2、半峰宽8.8ns、等离子体热能

与内能之比α=0.2时,激光辐照阶段的能量转化过程。由于约束介质的熔化气化及界面的激光反射,
激光能量有部分损失,剩余能量被蒸气等离子体吸收,一部分对约束介质作用,另一部分转化为等离子

体的内能。从图中可以看出,等离子体吸收的能量主要用来转化为内能,只有很少一部分对介质做功。
这是由于在弹塑性应力波作用下,蒸气等离子体两边约束介质的变形很小,导致蒸气等离子体对两边约

束介质的做功很少的缘故。

图7 压力时间历程

Fig.7Pressureprofiles

图8 激光辐照阶段的能量转化过程

Fig.8Energydensityatthestageoflaserirradiation

3 结 论

  基于能量守恒条件,提出了一种计算激光冲击强化过程中蒸气等离子体压力的一维耦合计算模型。
模型不仅考虑了蒸气等离子体界面压力与质点速度的非线性效应,同时也考虑了界面烧蚀所致的运动

速度,将蒸气等离子体的膨胀同两边约束介质的变形耦合。通过适当调整模型中的计算参数,压力的计

算结果与实验测量结果相符合,具有很好的一致性,证明了计算模型的合理性,说明将蒸气等离子体的

膨胀同两边约束介质的变形耦合计算的重要性,对蒸气等离子体压力的准确预测提供了一种有效的计

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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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ouplingmodelforcomputingplasmapressure
inducedbylasershockpeening*

WUXian-qian,DUANZhu-ping,HUANGChen-guang,SONGHong-wei
(KeyLaboratoryforHydrodynamicsandOceanEngineering,InstituteofMechanics,

ChineseAcademyofSciences,Beijing100190,China)

Abstract:Pressureprofileofplasmaisoneofthemostimportantfactorsfortheeffectsoflasershock
peening.Inthepresentresearch,aone-dimensionalcouplingmodelforcomputingplasmapressureis
establishedbasedonenergyconservationconditioninthesystem,inwhichtheinterfacevaporization
velocityandthenonlinearrelationshipbetweentheshockpressureandthesurfaceparticlevelocityare
considered.Then,theexplicitdifferenceprogramandtheLS-DYNApackageareusedtocalculatethe
plasmapressurefordifferentlaserpowerdensitywithgiventime-historyprofile.Thesimulationre-
sultsshowagoodagreementwiththeexperimentalresults,whichindicatestheconsistencyofthean-
alyticalmodel.Therefore,aneffectivemethodisprovidedtopredicttheplasmapressureinducedby
lasershockpeening.
Keywords:fluidmechanics;pressureprofileofplasma;couplinganalyticalmodel;lasershockpee-
ning;particlevelocity;interfacevaporizationvelo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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