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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阐述了激光微加工在微织构技术中的应用及其研究进展，针对常见的微凹坑织构、微
沟槽织构及特殊织构进行探讨，并分析了织构参数对润滑减磨效果的影响。重点阐述了微凹

坑织构中凹坑直径、深度、面积占有率及其协同作用对织构效果的影响，具体分析了最优面积

占有率的选取问题；重点阐述了微沟槽织构在截面构型、深度及沟槽方向等方面对微织构效果

的影响，横向对比了多参数协同作用；重点阐述了两种特殊织构的特点及其优劣。在此基础

上，进一步指出了微织构技术的研究方向以及激光器、计算机辅助技术等的发展对微织构技术

的推动作用，探讨了激光冲击强化技术与微织构技术结合的可能，展望了激光技术介入特殊织

构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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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根据摩擦学原理，特定的表面形貌较光滑表面

具有更好的减磨润滑性能，表面微织构技术应运而

生。表面微织构是采用激光加工、电子束刻蚀等方

法在零件表面加工出特定微细形貌的技术，这种表

面处理工艺涉及材料性能和界面效应［１－６］。总体来

说，微织构形貌是模仿、优化仿生学结构，达到工业

生产的目的，但为降低加工成本，提高可行性，在研

究中往往将复杂的仿生学结构简化为凹坑、沟槽形

貌。其中，激光表面微织构具有独特的优势，加工速

度快，效率高，非接触加工方式更易实现精密加工，

对表面破坏较小，近年来受到广泛关注，常见的织构

形貌有：凹坑形、沟槽形、凸体形和鳞片形等［７－８］。

国内外学者通过研究不同织构形貌对摩擦特性、润

滑效果的影响，改善摩擦磨损状况，有效延长了机械

部件的寿命。目前，激光表面微织构在刀具、发动机

气缸、轴承以及医学等领域均有应用［９］。

本文阐述了微织构形貌及其参数对表面微织构

润滑减磨效果的影响，及激光表面微织构的最新研

究动态，从微凹坑、沟槽以及特殊形貌及其参数对织

构效果的影响三方面阐述了表面微织构的研究成果

和技术进展，对激光微织构技术的发展方向和广阔

前景进行了展望。

２　微凹坑织构
微凹坑是激光表面织构形貌中最常见的一

种，采用一定规则排布的微凹坑能够显著改善润

滑条件，具有储存脱落磨粒的功能，同时减少接触

面积，解决乏油等问题。通过设计织构阵列、设置

激光功率，调控织构的直径、深度和面积占有率，

均对润滑效果有显著影响［１０－１１］。微凹坑织构形

状中常见的有：球状织构、圆柱织构、三角柱织构

和方柱织构［１２－１３］。

自１９５０年Ｓａｌａｍａ［１４］发现图案化结构对表面性能
的影响以来，微织构技术迅速发展，大量实验验证了微

凹坑表面形貌的作用。近年来，激光微造型由于其灵

活性高而广泛应用于微凹坑织构中，又因其无接触加

工的特点使得加工精度较一般加工高，多应用于模具、

人造骨骼等精度需求高的场合。２０１６年，ＭｏｈｄＡｈｙａｎ
Ｎｕｒｕｌ等［１５］研究了微坑压痕对挤压模滑动接触面的影

响，在锥形模内部设计了微坑点阵，以降低冷挤压时的

挤压载荷和摩擦磨损情况，其锥形模微凹坑表面图像

如图１所示。硬化处理后，纹理硬度可达８２５２ＨＶ，能
够最大程度的减小失真。这种微坑能够储油、增加滑

动速度，从而降低挤压载荷和摩擦磨损情况。在实验

过程中，微坑内的碎片没有对金属成型制品造成性能

上的影响，也没有观察到相应的摩擦磨损情况，但仍有

可能导致其他形式的失效，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证明其

可靠性。

图１　锥形模微凹坑表面图像［１５］

Ｆｉｇ１Ｓｕｒｆａｃｅｉｍａｇｅｏｆｔａｐｅｒｄｉｅｗｉｔｈｍｉｃｒｏｐｉｔｓ（ＰＡ）［１５］

由于面积占有率对润滑减磨效果影响显著，通

常通过纹理密度、纹理纵横比等定量调控，国内外学

者聚焦于此，通过大量试验进行了研究，以期获得最

佳的润滑性能。２０１７年，ＢｏｒｊａｌｉＡ等［１６］在研究聚乙

烯假体髋关节的寿命时，未采用制造超光滑铰接表

面的方法，转而采用图案化微结构即微凹坑的方法，

促使表面形成弹流润滑，从而减少聚乙烯磨损。实

验采用激光表面纹理及飞秒激光烧蚀的办法，选择

了不同的纹理密度与纹理纵横比，即面积占有率，进

行摩擦试验。对比试验表明，配合相应的润滑油膜

厚度，当纹理密度为０１，纹理纵横比为００１时，减
磨效果最佳，而此时并非面积占有率最大时。

２０１７年，余广等［１７］在分析液压缸活塞表面微织

构动压润滑性能时，利用数值模拟等手段探讨了面积

占有率对表面摩擦因数的影响，研究的结果如图２所
示。当截面构型为圆形时，最高面积占有率为７８７５
％。面积占有率的升高伴随着摩擦因数的急剧减小，
但当面积占有率上升到０４８以上时，摩擦因数的变
化趋于平缓，因此，在选取面积占有率时，需考虑加工

后的材料强度及成本等因素，综合评判得出最优面积

占有率。数值模拟技术在控制变量等方面独具优势，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不断进步，其准确性也进一步提

高，与实验协同进行能够降低成本，增加最终结果的

２２９ 激 光 与 红 外　　　　　　　　　　　　　　　　　　　　 第４９卷



可信度。面积占有率对微织构表面摩擦因数的影响

程度也与前文中最佳面积占有率并非最大值相符合，

但其数据差异较大。

图２　面积占有率对微织构表面摩擦因数的影响［１７］

Ｆｉｇ２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ａｒｅａ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ｏｎ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ｍｉｃｒｏｔｅｘｔｕｒ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１７］

２０１７年，李星亮等［１８］在研究磨料粒度对表面

微织构纯钛干摩擦性能的影响时，采用激光表面加

工技术设置不同参数的点阵微织构对纯钛表面进行

处理，控制微凹坑点阵深度为３０μｍ，点阵密度分别
为１０５％、１７４％和２６２％。实验表明，干摩擦
性能与磨料粒度的选取关系重大，选用小于织构直

径的磨料能够最大程度降低摩擦减少磨损，同时，较

大的织构密度能够降低摩擦系数和磨损率。这一实

验不仅探究了面积密度对织构效果的影响，而且指

出了外界工况，如磨料粒度等对摩擦磨损情况的影

响。由此也可以看出，在进一步研究激光表面微织

构的过程中，考虑工况条件，控制润滑条件等减小外

界条件对实验结果的影响有重要意义。

由规则凹坑织构形成的油膜压力除受到面积占有

率的影响外，凹坑深度、直径及深径比对润滑效果的影

响也至关重要［１９］。２０１４年，ＢｅｏｍｋｅｕｎＫｉｍａ等［２０］在研

究微织构对铸铁表面摩擦行为的影响时，以在汽车发

动机中的应用为研究对象［２１－２２］，以Ｒｏｎｅｎ等［２３］数值模

拟结果作为参照，对在不同程度润滑条件下的织构参

数进行了多组对比实验，明确了纹理板在低润滑参数

下的减磨能力，排除了凹坑直径对织构效果的影响。

低润滑条件下，深径比影响较面积占有率小，但在某些

润滑条件下，面积占有率对摩擦系数减弱，此时，深径

比对其影响较大。该实验验证了数值模拟结果，进一

步指出了特定条件下表面织构参数的影响，同时也侧

面证明了数值模拟技术的可信度。

２０１５年，周建忠等［２４］在研究激光喷丸诱导镁合金

表面微织构的电化学腐蚀性能时，通过控制激光能量

和喷丸次数，改变微凹坑的直径与深度。研究表明，当

激光功率密度一定时，增加喷丸次数可以增加深度与

直径，但达到一定程度后，由于形变硬化，直径与深度

将不再变化。深度的增加伴随着更高的功率密度与更

多的喷丸次数，这使表层晶粒细化，同时抑制电腐蚀裂

纹的萌生与蔓延。结合激光冲击波对材料表面残余应

力均匀性的调整，进一步加强了对电腐蚀裂纹的抑

制［２５－２６］。这种基于激光冲击强化技术的微织构形貌

对材料基体的强化作用不可忽视，但其在直径、深度等

参数上与微织构表面形貌尚存在较大差异，这一差异

的优劣尚需大量实验进行证明。

随着微织构研究日渐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目

光投向了多种参数联合作用的影响。２０１６年，ＦＳａｅｉｄｉ
等［２７］在贫油润滑条件下研究铸铁表面织构参数对往

复运动的影响时，采用激光加工的手段，设计实验探究

了多个参数的相互作用，选取深度、直径、长度、面积占

有率以及滑动方向分别进行实验研究。实验结果表

明，直径与面积占有率对摩擦系数影响显著，而长度、

深度和滑动方向对摩擦系数的影响并不明显；但各参

数间的相互作用对摩擦系数和寿命存在影响，其相互

作用机理复杂。在贫油润滑条件下，微观织构确有延

长寿命之效，多次实验得出：当深度为５０μｍ，直径为
１００μｍ，长度为５００μｍ，面积占有率为５％且织构方向
与运动方向垂直时，其对摩擦系数的改善最为明显。

除此以外，体积比作为一个新的参数被列入考量之中，

它对于摩擦系数的影响较其他参数更为直接，但相关

实验研究尚鲜见报道。

目前，微凹坑在润滑减磨等方面的优越性能已

经引起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针对微凹坑

的研究也最为细致。尽管多参数协同研究已见于报

道，但微凹坑参数对润滑减磨的影响还应就具体情

况进行分析，尤其是面积占有率对织构效果的影响。

最优面积占有率尚存在多种说法，因此需要进一步

考察润滑条件、材料及工况的影响，减少外界条件及

偶然因素对实验结果的干扰。模拟技术的运用将微

织构的现有技术与理论研究结果进一步结合起来，

是微织构技术创新发展的机遇。

３　微沟槽织构
微沟槽表面织构是一种高效的减阻手段，加工

方便易得、价格低廉，在摩擦学、医学等领域应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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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润滑剂与微沟槽协同作用，在“约束作用”和

“尖峰作用”的相互博弈中，实现减阻强化，在此过

程中，沟槽宽度、深度、深宽比、面积密度及方向等均

对微沟槽织构效果有显著影响［２８－３１］。近年来，部分

专家学者将微沟槽激光表面织构与仿生学联系起

来，通过改变沟槽横截面形状使之近似鲨鱼皮表面，

达到减阻的目的，常见的沟槽截面构型有：矩形沟

槽、三角形沟槽、椭圆形沟槽和ＳｐａｃｅＶ沟槽［３２－３４］。

微沟槽表面织构多用于增加刀具的抗粘结性能，

近年来，承力、减磨等方面的研究表明了微沟槽织构在

承力部位的独特优势。２０１３年，尹必峰等［３５］在仿真分

析柴油机缸套表面微织构润滑性能时，从沟槽角度、面

积密度和深宽比三个方面分析了织构参数对润滑效果

的影响。根据ＭＡＴＬＡＢ优化模型，当微沟槽与活塞运
动方向夹角为６０°时最佳，既不影响润滑油膜的形成，
也不妨碍油环刮油；面积密度的影响仅在上止点附近

较大；深宽比的影响作用最大，深度对润滑效果影响显

著，摩擦力随深度的增加而增加，控制沟槽深度３～
５μｍ时润滑性能最佳。这种建立数学模型进行仿真模
拟研究的方式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已日渐普遍，但

相关实验的验证仍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２０１６年，刘泽宇等［３６］在对陶瓷刀具表面微织构激

光加工工艺进行研究时，分别控制激光功率、频率、扫

描速度和次数对微沟槽减磨效果进行了分析，其微织

构沟槽形貌如图３所示。实验结果表明：织构深度与
宽度受工艺参数影响较大，但织构深度与宽度较大时，

摩擦系数不减反增，不能达到减磨润滑的效果。因此，

实验数据表明当激光功率控制在４Ｗ以下，激光重复频
率范围为６０～８０ｋＨｚ，保持扫描次数不超过两次，速度
在５０～１００ｍｍ／ｓ能够获得较好的减磨效果。

图３　激光加工微织构沟槽形貌

Ｆｉｇ３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ｏｆｍｉｃｒｏｇｒｏｏｖｅｓｗｉｔｈＬａｓｅｒ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除常规的深度、直径等因素外，沟槽方向的选取

也对织构效果影响重大。２０１４年，陈平等［３７］在研

究表面条纹织构倾斜角对摩擦性能的影响时，针对

较少见于报道的点、线摩擦进行研究［３８］，采用电加

工的方式进行织构，对比了垂直织构和倾斜织构的

摩擦性能，并分析了倾斜角对织构效果的影响。实

验证明，摩擦系数的波动幅度与载荷变化关系不大，

但织构的倾斜方向与之有关，特别是当倾斜方向与

摩擦方向一致时，摩擦系数变化更大。但对于如何

利用方向对摩擦性能的影响改善摩擦磨损性能以及

最优角度的确定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２０１４年，ＩｓｍａｉｌＳｙｅｄ等［３９］在研究微沟槽的流体

动压润滑时，利用 ＵＩＤ惯性效应建立数学模型，探
究了横向纹理的影响以及椭圆、三角截面纹理的取

向。在多纹理的研究中，横向纹理数量保持在较低

的水平时可以获得更好的润滑性能。不同角度的沟

槽分布影响不同，应用场合也不相同，４５°三角截面
和９０°椭圆截面沟槽对密封性能有一定的增强；６０°
三角截面和 ９０°椭圆截面沟槽则对承载能力有提
升；９０°椭圆截面沟槽较三角截面能够带来更高的负
载能力和较低的摩擦系数。该类研究并不多见于报

道，实验难度较大。

织构形状与参数均对润滑性能的改善起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为达到最佳的减磨效果，织构截面构型

对工作表面的影响不可忽略。２０１６年，尹明虎
等［４０］将截面构型分别为矩形、圆形和三角形的三种

织构形貌进行对比，测试了其对径向滑动轴承性能

的影响。微沟槽对降低最大油膜压力效果显著，但

将织构布置在主要承载区时效果最佳。从实验结果

看，三种织构形貌对承载能力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

采用矩形截面承载能力提升效果最好，但在实际生

产中，矩形截面对仪器设备要求较高，生产成本不可

忽略。

织构性能的提升是截面构型与分布合理匹配的

结果，因此，研究其相互作用对织构效果的影响势在

必行。２０１６年，ＳｈｉｐｒａＡｇｇａｒｗａｌ等［４１］在研究推力轴

承的摩擦系数和承载性能时，在扇形面上刻画出微

沟槽，分别分析了横截面为圆形、矩形、梯形和三角

形的性能差异。与无纹理时相比，纹理表面对摩擦

系数和承载能力的改善显而易见。四种横截面形状

的对比中，矩形截面较其他三种更为突出，承载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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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无纹理时增加９７％，摩擦系数显著降低５１％。
经过多次实验，得到最优参数，即在选用矩形截面

时，控制槽长为０８５Ｂ，深度为３０μｍ，宽度为６７５
ｍｍ。由于微造型技术对表面和基材破坏较小，对材
料强度影响较小，因此具备设置在承力部位的条件，

此结论与上文所述一致。

２０１７年，ＪａｎｕｓｚＳｋｒｚｙｐａｃｚ等［４２］在研究微沟槽

对离心泵叶轮的影响时，对比了光滑表面和织构表

面在叶轮通道中的速度分布及泵的总体效率，实验

证明了在采用沟槽织构的离心泵叶轮中，可以观察

到更好的速度平衡，并有效防止回流区的形成。较

超光滑表面在制造成本等方面，沟槽织构优势显著，

随着对沟槽织构效果的进一步研究，参数选择对微

沟槽织构效果的影响也逐步厘清。

目前，对于微沟槽润滑减磨效果的研究已经广

泛展开，其织构效果也获得了学界广泛认可，并在部

分领域实现了应用。但从大量实验中获得的数据及

分析结果却大有不同，这与材料基质及应用场合关

联密切，因此，探究材料与微沟槽的关系，实现润滑

减磨的定量调控和截面构型、织构参数及方向等多

尺度的协同作用还亟待研究。同时，微沟槽织构对

激光器性能要求较高，因此多应用于精度要求高的

承力部件中，其发展亦与激光器技术的发展相关联。

４　特殊织构
特殊织构是表面处理专业化的产物，现有的特

殊织构形貌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对织构的形状进行

定制设计，呈现出微凸起、鳞包及菱形等不常见形

貌，另一类是将常见表面织构进行有机结合，进一步

达到润滑减磨效果［４３－４６］。

１９７１年，ＩＣＣＬＡＲＫＥ［４７］在研究人体关节面轮
廓与相关表面凹陷频率时，将兔、狗等生物关节的表

面凹陷数目进行对比，较人类关节结构摩擦磨损系

数低，这种在适者生存中进化而来的结构具有优异

的界面性能。随着仿生学原理的深入研究，织构形

状也呈现出更加类似于生物结构的趋势，如：由鲨鱼

皮盾甲鳞结构而衍生出的鳞包织构、菱形织构等。

这些仿生学结构较普通织构形式减阻效果明显，且

具有超疏水性，在航空航天、输油管道等场合应用广

泛［４８］。２０１４年，汪久根等［４９］运用菱形织构减弱列

车在高速运行时的摩擦噪声，这种仿生鲨鱼皮的结

构不仅降噪效果明显，且改变了噪声的分布。实验

表明，列车运行方向的菱形对角线越长，摩擦噪声越

小；在一定范围内，织构深度越大，降噪程度越强。

尽管微织构润滑减磨研究已经渐趋成熟，但

混合纹理的作用尚未完全发挥，大量实验表明，混

合织构润滑效果明显优于单个纹理。混合纹理不

仅是对单个纹理有效面积进行扩展，且两种织构

形式协同互补，提高润滑油膜压力［５０］。２０１０年，
朱华等［５１］设计了变密度微圆坑表面织构，测试其

在活塞 －缸套往复运动中的润滑减磨作用，并与
均匀密度织构进行对比。实验结果表明，载荷、摩

擦速度等对织构效果的影响不可忽略。低载荷及

中高载荷高速摩擦时，变密度织构显著改善了减

磨效果；针对活塞 －缸套的工作环境，将低密度织
构设置在中部，高密度织构设置在两边效果较好，

但最优密度范围尚未确定。

２０１６年，ＪｉａｌｉｎＳｕｎ等［５２］在研究混合织构对钴

基刀具切削纯铁性能的影响时，利用激光技术在前

刀面上进行微凹坑和微沟槽的混合织构。与单一纹

理相比，混合纹理降低了切削力、切削温度和摩擦

力。实验结果表明，当切削速度达到 １２０米／分钟
时，采用混合织构刀具进行切削时，切削力下降了

７１％～３３３％，切削温度下降了６９％～２１７％，
表面粗糙度降低了４２９％～６９１％。

近年来，特殊织构逐渐兴起，其形式较常见织构

更为复杂，但由于制造技术的限制，难以批量加工，

因此，成本较高，已有一些专家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

攻关，以期降低成本实现工业化生产。激光微造型

灵活性高，材料应用范围广，与特殊织构发展过程中

的瓶颈问题契合度高，但激光微造型与特殊织构的

协同设计及研究尚鲜见报道。随着微凹坑、微沟槽

表面织构原理、效果的厘清，更多的目光必将聚焦于

特殊织构的研究中。

５　结　论
１）在微凹坑织构中，面积占有率对织构效果的

影响最为显著，但最优面积占有率的选取还需进一

步考虑工况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微沟槽织构由于其

对激光器要求较高，受设备水平限制，但其织构效果

在刀具等实际工况的应用中优于微凹坑织构，因此

进一步探究沟槽深度、方向和截面构型的协同作用

还亟待研究；特殊织构批量生产困难，成本较高，但

针对具体场合织构效果更为明显，混合纹理替代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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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纹理能够进一步降低摩擦，减小磨损；

２）微凹坑、沟槽表面织构是仿生学结构的一种
简化形式，能够以较小的成本达到润滑减磨的目的，

目前在工业生产中已有应用，但针对实际工况的实

验研究还存在不足。随着仿真模拟等手段的进步，

激光微织构研究能够控制成本，减少外界客观条件

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已成为激光微织构研究中不可

或缺的一环；而针对特殊织构囿于制造技术限制难

以批量加工等问题，激光微造型应用灵活，其发展也

将促进特殊织构技术的发展；

３）激光技术作为一种非接触性加工方法，除激
光微造型外，借助激光冲击强化技术进行凹坑阵列

加工也逐渐出现在微织构研究中，但凹坑深度、直径

等问题与微织构还有较大差异，其润滑减磨效果还

亟待研究。

参考文献：

［１］　ＹＡＮＧＷｅｎｂｉｎ，ＸＩＡＯＱｉａｎ，ＬＩＡＮＧＪｕｎ，ｅｔａｌ．Ｐｒｅｐａｒａ
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ｒｉｂ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ｐｌａｓｍａｅｌｅｃｔｒｏｌｙｔｉｃｏｘｉ
ｄａｔｉｏｎｃｏａｔｉｎｇｓｏｎｃａｒｂｏｎｓｔｅｅｌ［Ｊ］．Ｔｒｉｂ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５，３５
（３）：３２８－３３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杨文斌，肖乾，梁军，等．碳钢表面微弧氧化膜的制备
及摩擦磨损性能研究［Ｊ］．摩擦学学报，２０１５，３５（３）：
３２８－３３４．

［２］　ＫüｍｍｅｌＪ，ＢｒａｕｎＤ，ＧｉｂｍｅｉｅｒＪ，ｅ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ｍｉｃｒｏｔｅｘ
ｔｕｒｉｎｇｏｆｕｎｃｏａｔｅｄｃｅｍｅｎｔｅｄｃａｒｂｉｄｅｃｕｔｔｉｎｇｔｏｏｌｓｆｏｒｗｅａｒ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ｂｕｉｌｔｕｐｅｄｇｅｓｔａｂｉｌｉｓａ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５，２１５：６２－７０．

［３］　ＺｈａｎｇＫ，ＤｅｎｇＪ，ＳｕｎＪ，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ｍｉｃｒｏ／ｎａｎｏｓｃａｌｅ
ｔｅｘｔｕｒｅｓｏｎａｎｔｉａｄｈｅｓｉｖｅｗｅａｒ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ＷＣ／Ｃｏｂａｓｅｄ
ＴｉＡｌＮｃｏａｔｅｄｔｏｏｌｓｉｎＡＩＳＩ３１６ａｕｓｔｅｎｉｔｉｃｓｔａｉｎｌｅｓｓｓｔｅｅｌ
ｃｕｔｔｉｎｇ［Ｊ］．Ａｐｐｌｉｅ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５，３５５：６０２－６１４．

［４］　ＺｈａｎｇＨ，ＺｈａｎｇＤＹ，ＨｕａＭ，ｅｔａｌ．Ａ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ｔｒｉｂ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ｆ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ｅｘｔｕｒｉｎｇｏｎＢａｂｂｉｔｔａｌｌｏｙｕｎｄｅｒ
ｍｉｘｅｄｏｒｓｔａｒｖｅｄ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Ｊ］．Ｔｒｉｂｏｌｏｇｙ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１４，
５６（２）：３０５－３１５．

［５］　ＣｏｓｔａＨＬ，ＨｕｔｃｈｉｎｇｓＩＭ．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ｅｘ
ｔｕｒｅｄｓｔｅｅｌ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ｕｎｄｅｒ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ａｔｉｎｇｓｌｉｄ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Ｊ］．Ｔｒｉｂｏｌｏｇ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２００７，４０（８）：１２２７－１２３８．

［６］　ＨＥＸｉａ，ＬＩＡＯＷｅｎｌｉｎｇ，ＷＡＮＧＧｕｏｒｏｎｇ，ｅ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ｆｅｍｔｏｓｅｃｏｎｄｌａｓｅｒ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ｔｅｘｔｕｒｅａｎｄ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
ｔｅｘｔｕｒｅｏｎｔｒｉｂ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Ｊ］．Ｌａｓｅｒ＆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２０１７，４７（１０）：３２－３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何霞，廖文玲，王国荣，等．飞秒激光加工织构及织构
对磨损的影响研究［Ｊ］．激光与红外，２０１７，４７（１０）：
３２－３７．

［７］　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ｙｕｎ，ＨＵＡＸｉｊｕｎ，ＦＵＹｏｎｇｈｏｎｇ，ｅｔａｌ．Ｅｘｐｅｒｉ
ｍｅｎｔ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ｌａｓｅｒｓｕｒｆａｃｅｍｉｃｒｏｔｅｘｔｕｒ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Ｊ］．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３，
４２（５）：５５－５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张培耘，华希俊，符永宏，等．激光表面微织构工艺试
验及应用研究［Ｊ］．表面技术，２０１３，４２（５）：５５－５８．

［８］　ＺｈｏｎｇＭＰ，ＹｕａｎＪＬ，ＹａｏＷ Ｆ，ｅ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ｏｎ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ｓｕｒｆａｃｅｏｆａｉｒ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ｏｒｃｙｌｉｎｄｅｒｂｙｖｉｂｒａ
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Ｊ］．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Ｍａｔｅｒｉ
ａｌ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４，８４２：６４３－６４６．

［９］　ＦＵＹｏｎｇｈｏｎｇ，ＬＩＵＱｉａｎｇｘｉａｎ，ＹＥＹｕｎｘｉａ，ｅ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ｌａｓｅｒｓｕｒｆａｃｅｍｉｃｒｏｔｅｘｔｕｒ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ｏｆｓｉｎｇｌｅｐｕｌｓｅ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ｓ［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Ｌａｓｅｒｓ，２０１５，（１２）：９８－
１０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符永宏，刘强宪，叶云霞，等．同点间隔多次激光微织
构工艺研究［Ｊ］．中国激光，２０１５，（１２）：９８－１０５．

［１０］　ＰａｎＬ，ＺｈｅｎｇＺ，ＡｌｉＡ，ｅｔａ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ａｒａｍｅ
ｔｅｒｓｏｆｔｉｔａｎｉｕｍｓｕｒｆａｃｅｍｉｃｒｏｐｉｔｓｏｎｔｈｅｔｉｔａｎｉｕｍＰＥＥＫ
ｊｏｉｎｔ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ｔｏｕｇｈｎｅｓ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ｄ
ｈｅｓｉｏｎ＆Ａｄｈｅｓｉｖｅｓ，２０１７，７５：１６５－１７３．

［１１］　ＹＵＨａｉｗｕ，ＷＡＮＧＸｉａｏｌｅｉ，ＳＵＮＺａｏ，ｅｔａｌ．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ｙｌｉｎｄｅｒｍｉｃｒｏ
ｄｉｍｐｌ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ｅｘｔｕｒ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Ｎａｎ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２０１０，４２（２）：２０９－２１３．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于海武，王晓雷，孙造，等．圆柱形微凹坑表面织构对
流体动压润滑性能的影响［Ｊ］．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
报，２０１０，４２（２）：２０９－２１３．

［１２］　ＪｉａｎｇＤ，ＬｏｎｇＪ，ＣａｉＭ，ｅｔａｌ．Ｆｅｍｔｏｓｅｃｏｎｄｌａｓｅｒｆａｂｒｉｃａ
ｔｅｄｍｉｃｒｏ／ｎａｎｏ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ｔｏｗａｒｄ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ｂｏｎｄｉｎｇ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ａｎｄｈｅａ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Ｗ／Ｃｕ
ｊｏｉｎｉｎｇ［Ｊ］．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Ｄｅｓｉｇｎ，２０１７，１１４：１８５－１９３．

［１３］　ＤｏｎｇＪ，ＧａｏＭ，ＨｕａｎＹ，ｅｔａｌ．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ｔｅｎｓｉｌｅｐｌａｓｔｉｃｉ
ｔｙｏｆＺｒｂａｓｅｄｂｕｌｋｍｅｔａｌｌｉｃｇｌａｓｓｅｓｂｙａｓｔｒｅｓｓｉｎｄｕｃｅｄ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ｆｌｏｗ［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ｌｌｏｙｓａｎｄ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２０１７，７２７：２９７－３０３．

［１４］　ＳａｌａｍａＭＥ．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ｍａｃｒｏｒｏｕｇｈｎｅｓｓｏｎｔｈｅｐｅｒ
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ｔｈｒｕｓｔｂｅａｒｉｎｇｓ［Ｊ］．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
ｔｈ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１９５０，１６３（１）：
１４９－１６１．

［１５］　ＮｕｒｕｌＭＡ，Ｓｙａｈｒｕｌｌａｉｌ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ｍｉｃｒｏｐｉｔｓｉｎｄｅｎ
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ａｌｍｂａｓｅｄｏｉｌｏｎｔａｐｅｒｄｉｅｓｌｉｄｉｎｇｃｏｎｔａｃｔ
ｓｕｒｆａｃｅｉｎｃｏｌｄｅｘｔｒｕｓ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
ｎａｌｏｆ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２０１６，１７
（７）：９１７－９３０．

［１６］　ＢｏｒｊａｌｉＡ，ＬａｎｇｈｏｒｎＪ，ＭｏｎｓｏｎＫ，ｅｔａｌ．Ｕｓｉｎｇａｐａｔｔｅｒｎｅｄ
ｍｉｃｒｏｔｅｘｔｕｒｅｔｏｒｅｄｕｃｅｐｏｌｙｅｔｈｙｌｅｎｅｗｅａｒｉｎｍｅｔａｌｏｎｐｏ
ｌｙｅｔｈｙｌｅｎｅｐｒｏｓｔｈｅｔｉｃｂｅａｒｉｎｇｃｏｕｐｌｅｓ［Ｊ］．Ｗｅａｒ，２０１７，

６２９ 激 光 与 红 外　　　　　　　　　　　　　　　　　　　　 第４９卷



３９２－３９３：７７－８３．
［１７］　ＹＵＧｕａｎｇ，ＺＥＮＧＬｉａｎｇｃａｉ，ＭＡＯＹａｎｇ，ｅｔ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ｍｉｃｒｏｔｅｘ
ｔｕｒｅｏｎ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ｃｙｌｉｎｄｅｒｐｉｓｔｏｎｓｕｒｆａｃｅ［Ｊ］．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ｆｏｒ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１７，３６（１２）：１８２３－１８２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余广，曾良才，毛阳，等．液压缸活塞表面微织构动压
润滑性能分析［Ｊ］．机械科学与技术，２０１７，３６（１２）：
１８２３－１８２９．

［１８］　ＬＩＸｉｎｇｌｉａｎｇ，ＹＵＥＷｅｎ，ＨＵＡＮＧＦｅｉ，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
ｗｅａｒ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ｉｚｅｏｎｄｒｙｔｒｉｂ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ｅｘｔｕｒｉｎｇｔｉｔａｎｉｕｍ［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
ｉｎｇ，２０１７，５３（２４）：２５－３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李星亮，岳文，黄飞，等．磨料粒度对表面微织构纯钛
干摩擦性能的影响［Ｊ］．机械工程学报，２０１７，５３
（２４）：２５－３３．

［１９］　ＬｉＤ，ＣｈｅｎＸ，ＧｕｏＣ，ｅｔａｌ．Ｍｉｃｒｏ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ｅｘｔｕｒｉｎｇｏｆａ
ｌｕｍｉｎａｃｅｒａｍｉｃｗｉｔｈｎａｎｏｓｅｃｏｎｄｌａｓｅｒ［Ｊ］．ＰｒｏｃｅｄｉａＥｎ
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７，１７４：３７０－３７６．

［２０］　ＫｉｍＢ，ＣｈａｅＹＨ，ＣｈｏｉＨＳ．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ｅｘｔｕｒｉｎｇ
ｏｎｔｈｅ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ｆｃａｓｔｉｒｏｎ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Ｊ］．Ｔｒｉ
ｂｏｌｏｇ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２０１４，７０（２）：１２８－１３５．

［２１］　ＲｙｋＧ，ＥｔｓｉｏｎＩ．Ｔｅｓｔｉｎｇｐｉｓｔｏｎｒｉｎｇｓｗｉｔｈｐａｒｔｉａｌｌａｓｅｒ
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ｅｘｔｕｒｉｎｇｆｏｒ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Ｊ］．Ｗｅａｒ，２００６，
２６１：７９２－７９６．

［２２］　ＲｙｋＧ，ＫｌｉｇｅｒｍａｎＹ，ＥｔｓｉｏｎＩ，ｅｔ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ｉｎｖｅｓ
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ａｒｔｉａｌｌａｓｅｒ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ｅｘｔｕｒｉｎｇｆｏｒｐｉｓｔｏｎｒｉｎｇ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Ｊ］．ＴｒｉｂｏｌＴｒａｎｓ，２００５，４８：５８３－５８８．

［２３］　ＲｏｎｅｎＡ，ＫｌｉｇｅｒｍａｎＹ，ＥｔｓｉｏｎＩ．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ｒｅｄｕｃｉｎｇｓｕｒ
ｆａｃｅｔｅｘｔｕｒｉｎｇｉｎ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ａｔｉｎｇａｕｔｏｍｏｔｉｖｅ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Ｊ］．ＴｒｉｂｏｌＴｒａｎｓ，２００１，４４：３５９－３６６．

［２４］　ＺＨＯＵＪｉａｎｚｈｏｎｇ，ＭＥＩＹｕｆａｎｇ，ＳＨＥＮＧＪｉｅ，ｅｔａｌ．Ｅｌｅｃ
ｔｒ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ｏｒｒｏｓｉｏｎ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ｏｆｍａｇｎｅｓｉｕｍａｌｌｏｙｍｉ
ｃｒｏｔｅｘｔｕｒｅｄｉｎｄｕｃｅｄｂｙｌａｓｅｒｐｅｅｎｉｎｇ［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５，５１（１６）：１２０－１２６．（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周建忠，梅於芬，盛杰，等．激光喷丸诱导镁合金表面
微织构的电化学腐蚀性能［Ｊ］．机械工程学报，２０１５，
５１（１６）：１２０－１２６．

［２５］　ＬＵＯＮＧＨ，ＨＩＬＬＭＲ．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ｌａｓｅｒｐｅｅｎｉｎｇｏｎ
ｈｉｇｈｃｙｃｌｅｆａｔｉｇｕｅｉｎ７０８５－Ｔ７６５１ａｌｕｍｉｎｕｍａｌｌｏｙ［Ｊ］．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２００８，４７７（１）：
２０８－２１６．

［２６］　ＣＨＥＵＮＧＣ，ＥＲＢＵ，ＰＡＬＵＭＢＯＧ．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ｒａｉｎ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ｔｏ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ｅｉｎｔｅｒｇｒａｎｕｌａｒ
ｃｒａｃｋｉｎｇｉｎＡｌｌｏｙｓ６００ａｎｄ６９０［Ｊ］．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１９９４，１８５（１）：３９－４３．

［２７］　ＳａｅｉｄｉＦ，ＭｅｙｌａｎＢ，ＨｏｆｆｍａｎｎＰ，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ｅｘｔｕｒｉｎｇｏｎｃａｓｔｉｒｏｎ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ａｔｉｎｇａｇａｉｎｓｔｓｔｅｅｌｕｎｄｅｒ
ｓｔａｒｖｅｄ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Ａｐａｒａｍｅｔｒｉｃｓｔｕｄｙ［Ｊ］．
Ｗｅａｒ，２０１６，３４８－３４９：１７－２６．

［２８］　ＷＥＩＪｉｎｊｉａ，ＨＵＡＮＧＣｈｏｎｇｈａｉ，ＹＵＢｏ．Ｓｔｕｄｙｏｆｃｏｌｌａｂｏ
ｒａｔｉｖｅｄｒａｇｒｅｄｕｃ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ｓｕｒｆａｃｔａｎｔ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ｌｏｎ
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ｍｉｃｒｏｇｒｏｏｖｅｃｈａｎｎｅｌ［Ｊ］．ＣＩＥＳＣ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８，
６９（１）：４７２－４８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魏进家，黄崇海，宇波．表面活性剂溶液与壁面纵向
微沟槽协同减阻研究［Ｊ］．化工学报，２０１８，６９（１）：
４７２－４８２．

［２９］　ＫｉｎｄｒａｃｈｕｋＭ，ＲａｄｉｏｎｅｎｋｏＯ，ＫｒｙｚｈａｎｏｖｓｋｙｉＡ，ｅｔａｌ．
Ｔｈｅ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ｗｉｔｈｒｅｇｕｌａｒ
ｍｉｃｒｏｇｒｏｏｖｅｓｕｎｄｅｒ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Ｊ］．Ａｖｉ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４，１８（２）：６４－７１．

［３０］　ＡｓａｋｕｒａＫ，ＹａｎＪＷ．Ｕｌｔｒａ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ｉｃｒｏｇｒｏｏｖｉｎｇｏｎ
ｂｒａｓｓｆｏｒｓｕｒｆａｃｅｗｅｔ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Ｊ］．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Ｍａｔｅ
ｒｉａｌ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４，１０１７：４８９－４９４．

［３１］　ＬｉＹ，ＬｉｕＣ，ＬｉｕＸ，ｅｔａｌ．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ｌｕｉｄ
ｆｌｏｗａｎｄｈｅａ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ｏｎｔｈｅ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ｎｇｓｕｒｆａｃｅｗｉｔｈｍｉ
ｃｒｏｇｒｏｏｖｅ［Ｊ］．Ｈｅａ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ｓｉａ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６，４５
（３）：２２８－２３８．

［３２］　ＬＩＴｉａｎｊｉａｎ，ＣＨＥＮＺｏｎｇｍｅｉ，ＤＩＮＧＸｉａｏｈｏｎｇ，ｅｔａｌ．Ｄｅ
ｓｉｇｎｏｆｔｈｅａｅ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ｌｉｎｅａｒｇｕｉｄｅｗａｙｗｉｔｈｍｉｃｒｏ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ｆｏｒｕｌｔｒａ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ｃｈｉｎｅｔｏｏｌｓ［Ｊ］．Ｊｏｕｒ
ｎａｌ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７，５３（３）：１９３－２００．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李天箭，陈宗镁，丁晓红，等．超精密机床静压气浮导
轨表面微结构设计研究［Ｊ］．机械工程学报，２０１７，５３
（３）：１９３－２００．

［３３］　ＡｓａｋｕｒａＫ，ＹａｎＪＷ．Ｕｌｔｒａ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ｉｃｒｏｇｒｏｏｖｉｎｇｏｎ
ｂｒａｓｓｆｏｒｓｕｒｆａｃｅｗｅｔ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Ｊ］．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Ｍａｔｅ
ｒｉａｌ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４，１０１７：４８９－４９４．

［３４］　ＳｈｉＣ，ＬｉＸ，ＣｈｅｎＺ．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ｆａ
ｍｉｃｒｏｇｒｏｏｖｅｇｒｉｎｄｉｎｇｗｈｅｅｌｗｉｔｈｓｐｒａｙｃｏｏｌ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
［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２０１４，２７（２）：
４０７－４１２．

［３５］　ＹＩＮＢｉｆｅｎｇ，ＱＩＡＮＹａｎｑｉａｎｇ，ＬＩＸｉａｏｄｏｎｇ，ｅｔａｌ．Ｓｉｍｕｌａ
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ｓｕｒｆａｃｅ
ｍｉｃｒｏｇｒｏｏｖｅｔｅｘｔｕｒｉｎｇｏｎｃｙｌｉｎｄｅｒｌｉｎｅｒｉｎｄｉｅｓｅｌｅｎｇｉｎｅ
［Ｊ］．Ｃｈｉｎａ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３，２４（５）：
６４４－６５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尹必峰，钱晏强，李晓东，等．柴油机缸套表面微沟槽
织构润滑性能仿真分析［Ｊ］．中国机械工程，２０１３，２４
（５）：６４４－６５０．

［３６］　ＬＩＵＺｅｙｕ，ＷＥＩＸｉｎ，ＸＩＥＸｉａｏｚｈｕ，ｅｔ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ｙｏｎｌａｓｅｒ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ｏｆｓｕｒｆａｃｅｍｉｃｒｏｔｅｘｔｕｒｅｏｎｃｅ
ｒａｍｉｃｔｏｏｌ［Ｊ］．Ｌａｓｅｒ＆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２０１６，４６（３）：
２５９－２６４．

７２９激 光 与 红 外　Ｎｏ．８　２０１９　　　　　　葛良辰等　激光微加工在微织构技术中的应用及研究进展



刘泽宇，魏昕，谢小柱，等．陶瓷刀具表面微织构激光
加工工艺的实验研究［Ｊ］．激光与红外，２０１６，４６（３）：
２５９－２６４．

［３７］　ＣＨＥＮＰｉｎｇ，ＬＩＹｕｎｌｏｎｇ，ＳＨＡＯＴｉａｎｍｉｎ．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
ｔｈｅｉｎｃｌｉｎｅａｎｇｌｅｏｆｓｔｒｉａｔｅ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ｅｘｔｕｒｅｓｏｎｔｈｅｆｒｉｃ
ｔｉｏｎ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ｆｓｔａｉｎｌｅｓｓｓｔｅｅｌ［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２０１４，（１０）：１３１５－
１３２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陈平，李云龙，邵天敏．不锈钢表面条纹织构倾斜角
对摩擦性能的影响［Ｊ］．北京科技大学学报，２０１４，
（１０）：１３１５－１３２１．

［３８］　ＷＡＮＧＷｅｎｚｈｏｎｇ，ＨＵＡＮＧＺｈｉｘｉａｎｇ，ＳＨＥＮＤｉａｎ，ｅｔ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ｈｅｐａｔｔｅｒｎｅｄ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ａｌｄｉｍｐｌｅａｒｒａｙｏｎｔｈｅ
ｔｒｉｂ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ｅｄｐｏｉｎｔｃｏｎｔａｃｔｓ［Ｊ］．
Ｔｒｉｂ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２，３２（４）：３７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王文中，黄志祥，沈殿，等 圆柱形表面微坑阵列对点

接触 润滑摩擦性能的影响［Ｊ］．摩擦学学报，２０１２，３２
（４）：３７１．

［３９］　ＳｙｅｄＩ，ＳａｒａｎｇｉＭ．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ｄｅｔｅｒ
ｍｉｎｉｓｔｉｃｍｉｃｒｏｔｅｘｔｕｒｅｓ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ｆｌｕｉｄｉｎｅｒｔｉａｅｆｆｅｃｔ
［Ｊ］．Ｔｒｉｂｏｌｏｇ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２０１４，６９（１）：３０－３８．

［４０］　ＹＩＮＭｉｎｇｈｕ，ＣＨＥＮＧｕｏｄｉｎｇ，ＧＡＯＤ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ｅｔ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ｔｈｒｅｅｔｙｐｅｓｏｆ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ｅｘｔｕｒｅｏｎｔｈｅｐｅｒｆｏｒｍ
ａｎｃｅｓｏｆｊｏｕｒｎａｌｂｅａｒｉｎｇ［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ａｒｂｉ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６，４８（１）：１５９－１６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尹明虎，陈国定，高当成，等．３种微织构对径向滑动
轴承性能的影响［Ｊ］．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２０１６，４８
（１）：１５９－１６４．

［４１］　ＡｇｇａｒｗａｌＳ，ＰａｎｄｅｙＲＫ．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ｌｏａｄ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ｓｏｆｍｉｃｒｏｔｅｘｔｕｒｅｄｓｅｃｔｏｒｓｈａｐｅｐａｄｔｈｒｕｓｔ
ｂｅａｒｉｎｇ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ｃａｖ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ｒｍ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
［Ｊ］．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６，２９（４）：２５５－２７７．

［４２］　ＪａｎｕｓｚＳｋｒｚｙｐａｃｚ，ＭａｒｃｉｎＢｉｅｇａｎｏｗｓｋｉ．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
ｍｉｃｒｏｇｒｏｏｖｅｓｏｎｔｈ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ｉｆｕｇａｌｐｕｍｐ
ｉｍｐｅｌｌｅｒ［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Ｓｃｉ
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７，１４４（１５）：８２７－８３５．

［４３］　ＲａｎｊａｎＲ，ＬａｍｂｅｔｈＤＮ，ＴｒｏｍｅｌＭ，ｅｔａｌ．Ｌａｓｅｒｔｅｘｔｕｒｉｎｇ
ｆｏｒｌｏｗｆｌｙｉｎｇｈｅｉｇｈｔｍｅｄｉａ［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Ｐｈｙｓ
ｉｃｓ，１９９１，６９（８）：５７４５－５７４７．

［４４］　ＺｈａｏＤＹ，ＨｕａｎｇＺＰ，ＷａｎｇＭＪ，ｅｔａｌ．Ｖａｃｕｕｍｃａｓｔｉｎｇ
ｒｅ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ｉｃｒｏｒｉｂｌｅｔｓｏｎｓｈａｒｋｓｋｉｎｆｏｒｄｒａｇｒｅｄｕｃ
ｉｎｇ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２，２１２（１）：１９８－２０２．
［４５］　ＨｙｚｙＳＬ，ＣｈｅｎｇＡ，ＣｏｈｅｎＤＪ，ｅｔａｌ．Ｎｏｖｅｌｈｙｄｒｏｐｈｉｌｉｃ

ｎａｎ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ｍｉｃｒｏｔｅｘｔｕｒｅｏｎｄｉｒｅｃｔｍｅｔａｌｌａｓｅｒｓｉｎ
ｔｅｒｅｄＴｉ６Ａｌ－４Ｖ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ｅｎｈａｎｃｅｓｏｓｔｅｏｂｌａｓｔ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ｉｎｖｉｔｒｏａｎｄｏｓｓｅｏ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ａｒａｂｂｉｔｍｏｄｅｌ［Ｊ］．Ｊｏｕｒ
ｎａｌｏｆＢｉｏｍｅｄｉｃａｌ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ａｒｔａ，２０１６，１０４
（８）：２０８６－２０９８．

［４６］　ＸｉａｎｇＤ，ＦｅｎｇＨ，ＧｕｏＺ，ｅｔａｌ．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ｍｉｃｒｏｔｅｘｔｕｒｅｄｉａｍｏｎｄｃｏａｔｅｄｔｏｏｌｓ［Ｊ］．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ＲｅｆｒａｃｔｏｒｙＭｅｔａｌｓ＆ＨａｒｄＭａｔｅ
ｒｉａｌｓ，２０１８，７６：１６－２４．

［４７］　ＣｌａｒｋｅＩＣ．Ｈｕｍａｎ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ｓｕｒｆａｃｅ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ｅ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ｓｔｕｄｉｅｓ［Ｊ］．Ａｎｎａｌｓｏｆｔｈｅ
Ｒｈｅｕｍａｔｉｃ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１９７１，３０（１）：１５．

［４８］　ＣｈａｍｏｒｒｏＬＰ，ＡｒｎｄｔＲＥＡ，ＳｏｔｉｒｏｐｏｕｌｏｓＦ．Ｄｒａｇｒｅｄｕｃ
ｔｉｏｎｏｆｌａｒｇｅｗｉｎｄｔｕｒｂｉｎｅｂｌａｄｅ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ｒｉｂｌｅｔｓ：ｅｖａｌｕａ
ｔｉｏｎｏｆｒｉｂｌｅｔ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Ｊ］．Ｒｅ
ｎｅｗａｂｌｅＥｎｅｒｇｙ，２０１３，５０（３）：１０９５－１１０５．

［４９］　ＷＡＮＧＪｉｕｇｅｎ，ＣＨＥＮＳｈｉｈｏｎｇ，ＷＡＮＧＱｉｎｇｊｉｕ．Ｅｆｆｅｃｔｏｆ
ｂｉｏｎｉｃｒｈｏｍｂｉｃ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ｅｘｔｕｒｅｏｎ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ｎｏｉｓｅｏｆｈｉｇｈ
ｓｐｅｅｄｔｒａｉ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ｒａｆｆｉｃ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Ｅｎ
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４，（１）：４３－４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汪久根，陈仕洪，王庆九．仿生菱形表面织构对高速
列车摩擦噪声的影响［Ｊ］．交通运输工程学报，２０１４，
（１）：４３－４８．

［５０］　ＯｇｉｈａｒａＨ．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ｆｏｒｒｅｄｕｃｉｎｇｒｕｂｂｉｎ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ｂｙｍｅａｎｓｏｆｓｕｒｆａｃ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Ｓｕｒ
ｆａｃｅＦｉｎｉｓｈｉｎｇ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Ｊａｐａｎ，２００９，５２（２）：
１８４－１８７．

［５１］　ＺＨＵＨｕａ，ＬＩＪｉａｎｑｕａｎ，ＬＵＢｉｎｂｉｎ，ｅｔａｌ．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ｒｅｄｕｃ
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ｍｉｃｒｏｒｏｕｎｄｄｉｍｐｌ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ｅｘｔｕｒｅｗｉｔｈ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ｄｅｎｓｉｔｙｉｎ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ａｔｉｎｇ［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１０，４０（４）：７４１－
７４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朱华，历建全，陆斌斌，等．变密度微圆坑表面织构在
往复运动下的减摩作用［Ｊ］．东南大学学报：自然科
学版，２０１０，４０（４）：７４１－７４５．

［５２］　ＳｕｎＪ，ＺｈｏｕＹ，ＤｅｎｇＪ，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ｈｙｂｒｉｄｔｅｘｔｕｒｅ
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ｍｉｃｒｏｐｉｔｓａｎｄｍｉｃｒｏｇｒｏｏｖｅｓｏｎｃｕｔｔｉｎｇｐｅｒ
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ＷＣ／Ｃｏｂａｓｅｄｔｏｏｌ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
ｎａｌｏｆ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６，８６
（９－１２）：１－１２．

８２９ 激 光 与 红 外　　　　　　　　　　　　　　　　　　　　 第４９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