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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光滑光学表面加工技术发展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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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超光滑表面在现代光学领域的应用愈来愈广泛, 相应的超光滑表面加工技术也就成为超精密加工技术的重

要组成部分。介绍了超光滑表面的特点,对其加工技术进行了分类比较, 认为非接触式加工方式是获得超光滑表

面的理想方法。对国内外现有超光滑表面加工技术的发展进行了归纳总结, 详细阐述了各种技术的加工原理、加

工精度及应用范围等。指出了国内超光滑表面加工技术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存在的差距, 并分析了超光滑表面加

工技术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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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ltra-smooth surfaces are widely used in the field of optics, and the polishing method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super-precision technology. Firstl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ultra-smooth surfaces are introduced, and the

classification and comparison of the polishing methods are made. It is shown that the non-contact method is the ideal

ultra-smooth surface polishing technology. Then the existing ultra-smooth surface polishing technologies are

summarized, and the machining mechanism, precision and application spectrum are expounded. At last, the gap of

ultra-smooth surface polishing technologies at home and abroad is present, and the trend of the technology is

describ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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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在常规光学系统中,用于反射、折射的光学元件表面粗糙度 R a 0. 012 m 才能使用, 而在短波光学领

域,特别是强激光、软 X射线以及光刻系统等,对光学元件表面粗糙度的要求极为苛刻,其明显特征是表面

粗糙度小于 1 nm, 从而产生了超光滑表面的概念。所谓超光滑表面[ 1, 2] 是指其表面粗糙度均方根值小于 1

nm 的表面,并且具有较高的面形精度和较低的表面波纹度, 无表面疵病和亚表面损伤, 具有完整的晶格结

构。一般原子直径小于 0. 3 nm,超光滑表面微观起伏的均方根值为几个原子的尺寸, 因此实现超光滑表面

加工的关键在于实现表面材料原子尺寸级的去除。本文对现有超光滑表面加工技术进行分类,对其加工机

理及应用进行详细阐述及分析,并展望其发展趋势。

2 超光滑表面加工技术分类
目前已有的超光滑表面加工技术根据磨头与工件的接触状态可以分为接触式和非接触式两种方式,如

表 1所示。接触式抛光是工件与磨头在加工过程中直接接触,依靠机械磨削作用去除表面材料,属于传统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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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范畴。其特点是加工精度低、工件存在亚表面损伤, 并且在加工过程中磨头也被磨损, 致使去除函数不断

变化,抛光过程稳定性和可重复性差。非接触式抛光是工件与磨头在加工过程中不发生接触,依靠磨料粒子

(或离子束)冲击工件表面来达到去除材料的目的。可以获得较高的表面精度、无亚表面损伤,且不存在磨头

磨损的问题,去除函数稳定,抛光过程的稳定性和可重复性好,但其抛光效率很低。
表 1 超光滑表面加工技术分类

T able 1 Classificat ion of ult ra- smoot h surfaces po lishing technolog ies

Po lishing mode Contact No n- contact

M achining precisio n L ow Hig h

Subsurface damag e Ex istent No n- ex istent

M ater ial r emova l rat e H ig h Lo w

Po lishing head wear Ex istent No n- ex istent

Remov al funct ion Instable Stable

Repeatabilit y W eak Goo d

图 1 浴法抛光原理图

Fig. 1 Pr inciple scheme of bow l feed polishing

3 国外超光滑表面加工技术进展
3. 1 接触式抛光

1) 浴法抛光( Bow l feed polishing)是 20世纪 60 年

代美国为发展深紫外光学而研究的一种加工方法。其加

工原理如图 1所示, 抛光液浸没磨盘与工件的交接面, 工

件在旋转的沥青盘上水平摆动,并绕自身旋转; 保证工件

上每点与沥青盘上每点随机接触, 使工件材料被均匀去

除。1966 年, Dietz等
[ 3]
采用这种方法在熔石英平面上

获得了均方根粗糙度为 0. 3 nm 的超光滑表面,而当时用

常规方法只能获得均方根粗糙度为 1~ 4 nm 的表面。

1992年, Wingerden等
[ 4]
采用此法获得了均方根粗造度

为 0. 15 nm 的超光滑表面。

2)聚四氟乙烯抛光是 20世纪 70年代澳大利亚国家

测量实验室的 Leistner 等[ 5, 6]为抛光法布里-珀罗干涉仪而发展的一种超光滑表面加工技术,此法可以在多

种材料上获得均方根粗糙度为 0. 4 nm 的表面粗糙度。首先使用沥青磨盘对工件进行预抛光, 抛光至表面

无任何明显瑕疵后, 利用聚四氟乙烯磨具进行抛光。与传统的沥青抛光模相比,聚四氟乙烯磨具不仅有利于

保持工件面形, 而且可以有效地抑制工件表面的波纹度。

以上方法虽然也得到了表面粗糙度均方根值低于 1 nm 的超光滑表面,但只能用于平面光学元件的加

工,并且不能完全消除亚表面损伤。

3. 2 非接触式抛光

1) 浮法抛光( FP)
[ 7, 8]
由 Namba等

[ 7]
在 1977年提出,通过这项技术可使刚玉单晶的平面面形精度达到

/ 20( 为工作波长) , 表面粗糙度低于 0. 1 nm,并且获得的超光滑表面晶格完好、无亚表面损伤、表面残余应

力小,主要应用于录音机、录像机和计算机磁头的生产。浮法抛光工作原理如图 2 所示, 抛光剂采用胶态

SiO 2 , GeO 2 及 Al2O 3 组成,磨盘是用纯度在 99. 99%以上的金属锡制成的锡模, 要求有非常高的平面度。

工作时,将磨盘和工件浸入抛光液中,工件浮在锡盘上绕自身轴线做定轴旋转运动而不摆动,抛光液运动产

生的动压力使工件与磨盘之间有数微米厚的液膜,微细粒子在这层液膜中运动,与工件表面不断碰撞,工件

表面原子在磨料微粒的撞击作用下脱离工件主体而被去除。

2) 弹性发射加工( EEM ) [ 9~ 12]是由 M ori等[ 9]提出的一种 原子级尺寸加工方法 , 其加工原理如图 3所

示。微细磨料粒子在流动液体的带动下撞击工件,与工件表面原子在狭小的空间内接触并产生一种原子结

合力,当工件表面原子和次表面原子间的结合力小于接触面原子间的结合力时,目标原子才能被去除。基于

以上观点, 加工面积和深度近似原子尺度,可以得到完美几何表面。用 EEM 加工软 X 射线反射镜, 表面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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糙度均方根值可达 0. 1 nm。

图 2 浮法抛光原理图

F ig. 2 P rinciple scheme o f flo at po lishing

图 3 弹性发射加工材料去除机理

Fig. 3 M ater ial r emoval mechanism of elastic emission

machining

液体流动的实现主要有 3种方式, 如图 4所示。图 4( a)为聚氨酯旋转球抛光, 将工件和旋转头都浸没

在抛光液中,通过控制法向载荷使旋转头靠近工件,当旋转头旋转时,在其与工件之间的楔形间隙就形成了流

体动压润滑现象,从而带动粒子撞击工件表面;图 4( b)为聚氨酯圆柱抛光轮抛光,采用圆柱抛光轮带动磨料粒

子运动,相比于旋转球具有更高的加工效率;图 4( c)狭缝射流抛光,微细磨料粒子通过狭缝喷嘴的射流带动而

与工件表面发生撞击。

图 4 弹性发射加工实现方式

Fig . 4 Pr inciple scheme of elastic emission machining

3) 离子束抛光技术( IBF) [ 13, 14]是 20世纪 70年代就开始研究的一种新型超精密加工方法,它利用具有

一定能量的惰性气体离子束流轰击工件表面,通过离子和工件表面的原子碰撞,传递动量和能量, 使得一部

分原子被剥离工件表面, 形成对工件表面材料的去除, 其抛光原理如图 5所示。离子束抛光一般用来对工件

表面进行精确面形修正, 首先要将工件预抛光到一定精度, 然后进行离子束抛光。其特点是材料去除率非常

小,面形精度可达 1 nm ,表面粗糙度均方根值可达 0. 6 nm,特别适合于光学零件表面的超高精度加工。

4) 等离子体辅助化学刻蚀( PACE) [ 15, 16]是 1988年由 Bollinger 等[ 15]提出的。与离子束抛光不同, 它是

通过化学反应来达到去除材料的目的, 其原理如图 6所示。整个加工过程在真空室中进行,加工时, 向抛光

块中注入某种化学气体, 在射频激励离子激光器作用下,化学活性等离子体与工件表面物质发生化学反应,

生成气相反应物并被排走。在加工中, 等离子体产生低能能量流,以低能离子和活泼中性物质的形式存在;

控制这一能量流可以很好地控制化学反应的速度,必要时还可以实现离子束对表面的碰撞,以提高材料的去

除率。PA CE 具有抛光效率高、无亚表面损伤、无污染等优点, 适于球面和非球面的加工。目前 Perkin-

Elmer公司用该技术已在直径为 0. 5~ 1 m 的非球面上加工出面形精度小于 / 50、表面粗糙度均方根值低于

0. 5 nm 的超光滑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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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离子束抛光原理图

Fig. 5 Pr inciple scheme of ion beam figuring

图 6 等离子体辅助抛光原理图

F ig. 6 P rinciple scheme of plasma assisted chemical etching

5) 等离子体化学蒸发加工( PCVM)
[ 17, 18]

由 M ori等提出,主要为 EEM 提供预加工表面, 应用于极紫外

或 X射线反射镜面形修正,其原理如图 7所示。首先在电极和工件间产生高压等离子体区, 随后通入反应

气体,利用等离子体来激发反应气体中的活性粒子使其与工件表面原子发生化学反应,将之转变为挥发性产

物,最后通过气体蒸发实现表面材料加工。由于等离子体区是在高压环境下产生的,其材料去除能力同机械

去除相当,具有比传统的等离子体溅射更高的去除效率;另外由于此法采用化学反应去除工件表面材料,其

表面具有非常好的特性, 无亚表面损伤。2002年采用此法在直径为 160 mm(非球面度 0. 5 m)的熔石英表

面获得了均方根粗糙度为 0. 37 nm 的超光滑表面[ 18] 。

图 7 等离子体化学蒸发原理图

F ig . 7 P rinciple scheme o f plasma chemical vapor izat ion machining

图 8 磁流变抛光原理图

F ig. 8 P rinciple scheme o f magneto- r heo lo gical finishing

6) 磁流变抛光( M RF)
[ 19, 20]

最早由白俄罗斯学者 Ko rdonski在 20世纪 80 年代末提出, 1993年在罗彻

斯特大学光学加工中心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于 1998年由 QED公司研制成功 Q22磁流变机床。磁流变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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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是将电磁学理论、流体力学、分析化学等应用于光学制造而形成的一项综合技术。利用磁流变抛光液在磁

场中的流变性对工件进行抛光,可以得到面形精度优于 30 nm(峰-谷值)、表面粗糙度均方根值小于 0. 5 nm

的超光滑光学表面, 并且已在熔石英上获得了均方根粗糙度为0. 27 nm 的超光滑表面,其工作原理如图8所

示。磁流变液由抛光盘循环带入抛光区中,在该区域内,磁流变液在高强度的梯度磁场的作用下, 成为具有

粘塑性的 Bing ham 介质,变硬、粘度变大, 形成具有一定形状的 柔性抛光模 (磁流变液在磁场中形成的凸

起缎带) , 当 柔性抛光模 流经工件与运动盘形成的间隙时, 会产生很大的剪切力,对工件表面材料实现去

除。 柔性抛光模 的形状和硬度可以由磁场实时控制,而影响抛光区稳定性的其他因素都固定不变,这样既

能通过控制磁场来控制抛光区的大小和形状,又能确保在一定磁场强度下抛光区的稳定性,达到定量修整工

件表面的目的。

对以上所述非接触式加工方法进行比较分析,如表 2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浮法抛光技术虽然加工表

面粗糙度最好可达 0. 077 nm ,但只适用于平面光学元件的加工;离子束加工技术、等离子体辅助化学刻蚀、

等离子体化学蒸发加工等加工方法虽然对工件形状没有限制,适用于平面、球面和非球面光学元件的加工,

但加工精度相对较低;弹性发射加工和磁流变抛光不仅能够满足平面、球面和非球面光学元件的加工,并且

加工精度高,无亚表面损伤,是目前最为理想的两种超光滑表面加工方法。

表 2 非接触式加工方法比较

T able 2 Compariso n o f no n- co ntact polishing methods

P olishing method FP EEM IBF PA CE PCV M M R F

Ro ug hness / nm 0. 077 0. 1 0. 6 0. 5 0. 37 0. 27

A pplicat ion field P lane U nlimited U nlim ited U nlimited U nlimited U nlimited

4 我国超光滑表面加工技术的发展
我国超光滑表面加工技术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一定差距,但近年来也取得了较大发展,在对一些国

外加工技术进行研究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较为新颖的加工方式。

高宏刚等[ 21] 对浮法抛光技术进行研究,研制成功了浮法抛光机床, 在 K9玻璃上获得了表面粗糙度均方

根值优于 0. 3 nm 的超光滑表面。2007年 Shen等
[ 22]
采用浴法抛光技术在熔石英平面上获得了表面粗糙度

均方根值为0. 8 nm的光滑表面。近年来国内多所高校及研究所对离子束和磁流变等先进技术进行了开发

及应用,并成功研制了离子束和磁流变加工机床, 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
[ 23~ 26]

。

刘向阳等[ 27] 根据 磨料颗粒最小值的极限为零 的思路提出了无磨料低温抛光技术, 其原理如图 9所

示,冰盘在与玻璃表面的摩擦作用下不断融化,使得玻璃表面始终有一层水膜, 由水和玻璃之间的水解作用

生成一种易于去除的物质,在摩擦作用下被去除。采用此法在石英玻璃表面获得了 Ra = 0. 53 nm 的超光滑

表面。

图 9 无磨料低温抛光示意图

Fig . 9 Scheme of non- abr asive polishing

图 10 流体二维超声振动抛光原理图

Fig. 10 Principle scheme of liquid two- dimensional

vibration po lishing

于兆勤等
[ 28]
提出了一种流体二维超声振动抛光技术,其基本原理如图 10所示。采用流体代替传统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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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盘作为抛光工具, 在水平和垂直方向附加二维高频振动作为抛光作用力对工件进行抛光,使流体分子或微

细磨料粒子以一定的速度不断冲击工件表面,利用抛光液与工件之间的物理-化学作用完成材料去除,从而

获得超光滑表面。同时由于流体的自适应性,能始终与工件保持完全的均匀接触, 极大地降低了控制难度。

采用此法在熔石英表面获得了 R a= 0. 6 nm 的超光滑表面。

5 结论与展望
目前国际上超光滑表面加工技术发展已经较为成熟,无论是平面、球面还是非球面的加工都已不再是难

事,并且非接触式加工方式由于其加工精度高、无亚表面损伤等特点,逐渐成为实现超光滑表面最为理想的

加工技术。而我国的超光滑表面加工技术虽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仍处于研究的初级阶段,无论是加工精

度还是稳定性方面都还有待提高。

随着对光学元件加工精度要求的不断提高,超光滑表面加工技术还将得到进一步发展,新的加工机理和

加工方法也将不断涌现。它正朝着高质量、高效率、低成本、无污染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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