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１２卷　第４期

２０１９年８月 　
　　　　　　　　　　　 　　中国光学　　　　　　　

ＣｈｉｎｅｓｅＯｐｔｉｃｓ　
　 　　Ｖｏｌ．１２　Ｎｏ．４

　 Ａｕｇ．２０１９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３２５；修订日期：２０１８０４０１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Ｎｏ．２０１７ＹＦＢ１１０４４００）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ｂｙ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Ｋｅ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ｒｏｇｒａｍｏｆＣｈｉｎａ（Ｎｏ．２０１７ＹＦＢ１１０４４００）

文章编号　２０９５１５３１（２０１９）０４０８２００６

１０ｋＷ级直接输出半导体激光熔覆光源的
研制与热效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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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目前工业领域对激光熔覆、激光热处理的应用需求，研制了１０ｋＷ级直接输出半导体激光熔覆光源。采用半
导体激光叠阵为单元器件，将偏振合成技术和波长合成技术相结合，将２只９１５ｎｍ和２只９７６ｎｍ半导体激光叠阵进行
合成，当工作电流为１２２Ａ时，最大输出功率达到１０１２０Ｗ，电光转换效率为４６％。实验中还对光源内部的易损光学元
件的热效应进行了模拟分析并设计有效的散热结构，使其最高温度从４４２２Ｋ下降到３２０Ｋ，同时对应的热应力从７５４
ＭＰａ下降到１４ＭＰａ，大幅提升了激光光源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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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由于半导体激光器具有电光转换效率高、可
靠性高、免维护等优点［１４］，其在激光加工领域得

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５６］。尤其是在电光转化效

率方面，半导体激光器的优势更加明显。半导体

激光器的电光转换效率是ＣＯ２激光器的４～５倍，

是全固态激光器的３～４倍［７１０］。此外，通常大功

率半导体激光器的发射波长为８００～１０００ｎｍ，各
种金属材料在此波段材料具有较高的吸收率，铝

的吸收率为１３５％，铁的吸收率为３３％，分别是
ＣＯ２激光器 １０６μｍ波段处吸收率的 ９倍和 ５
倍，因此高功率连续输出半导体激光加工光源成

为了国际上的研究热点。ＳｔｅｐｈｅｎＢｒｏｏｋｓｈｉｅｒ等人
采用半导体激光叠阵进行空间合成，研制出波长

为９７６ｎｍ、连续输出功率达８ｋＷ的半导体激光
加工光源，电光转换效率为４５％［１１］。Ｂａｕｍａｎｎ等
人通过对半导体激光叠阵进行光束整形，并对其

进行波长合成，研制出输出功率为１０ｋＷ的半导
体激光源，电光转换效率为５０％，光源采用光纤
进行传输，通过对加工头的光学模组进行调节，可

以实现 ２～５ｍｍ不同直径范围的多种光斑输
出［１２］。在上述的研究工作中，研究重点都集中在

半导体激光光源的设计与研制上，并没有对 １０
ｋＷ级的半导体激光加工光源热效应进行分析及
论述。在功率如此大的激光光源内，过大的热效

应有可能造成光源内部的光学元件基体的破裂及

膜层的损伤，从而影响整个光源的可靠性［１３１４］，

因此对１０ｋＷ级半导体激光光源热管理技术的
研究尤显重要。

本文以半导体激光叠阵为单元器件，采用偏

振合成技术和波长合成技术相结合，将２只９１５
ｎｍ和２只９７６ｎｍ半导体激光叠阵进行合成，研
制出了万瓦级半导体激光器。实验中还对光源内

部的易损光学元件的热效应进行了模拟分析并设

计有效的散热结构，使其最高温度从４４２２Ｋ下
降到３２０Ｋ，同时对应的热应力从７５４ＭＰａ下降
到１４ＭＰａ，大幅提升了激光光源的可靠性。采用
热分析对光源内部的易损光学元件进行了模拟，

并采用自行设计的冷却系统对其进行冷却，从而

减小光学元件的热应力，有效提升了半导体激光

光源的可靠性。

２　实验设计

２．１　光学设计
半导体激光叠阵是由多个激光 ｂａｒ条组成，

以二维面阵结构实现激光输出，因此能够产生千

瓦级的功率输出，在大功率半导体激光熔覆光源

的研制中，主要采用叠阵作为单元光源［１５］。实验

中采用９１５ｎｍ和９７６ｎｍ半导体激光叠阵进行合
成，每个叠阵有２５层ｂａｒ条，每个 ｂａｒ条在１２２Ａ
注入电流下的输出功率可达１１０Ｗ。由于半导体
激光快慢轴方向发散角较大，通常为 ７０°×９°
（９５％能量分布），因此首先采用快轴准直镜对叠
阵中每层ｂａｒ条进行光束准直，实验中采用 ＬＩＭＯ
公司的快轴准直镜，型号为 ＦＡＣ８５０，有效焦距为
０９ｍｍ。由于ｂａｒ条的填充因子为５０％，每个发
光点之间只有２００μｍ的间距，而目前商用的慢
轴准直微透镜阵列周期均为 ５００μｍ，无法对本
ｂａｒ条进行准直，因此在本工作中，采用自行设计
的２００ｍｍ焦距的柱面镜对慢轴进行准直。通过
准直后，快轴和慢轴的发散角分别降至７ｍｒａｄ和
５４ｍｒａｄ（９５％ 能量分布）。随后将同一波长的半
导体激光器通过偏振合成镜进行合成，利用半波

片将其中一路半导体激光的偏振态旋转９０°，两
路激光束偏振态相差９０°的激光通过偏振合成镜
时，Ｐ光发生透射，Ｓ光发生反射，这样就实现了
偏振合成。将两个波长的叠阵都经过偏振合成

后，再采用波长合成技术对两个波长的光束进行

合成。波长合成是提升半导体激光光源功率输出

的一种有效手段，通常采用二色分光镜实现两个

不同波长的激光合成。实验中两个波长的半导体

激光叠阵的波长间隔为６０ｎｍ，波长合成主要使
二色分光镜的透射曲线的过渡区准确位于两束激

光波长间隔的中间，这样９１５ｎｍ的激光将发生反
射，９７６ｎｍ的激光将发生透射，从而实现波长合
成，整个激光合成结构如图１所示。图２为所用
的二色分光镜的膜系曲线。

根据实际应用中对激光加工的要求，本文设

计了３００ｍｍ的聚焦镜组，由于半导体激光器准

１２８第４期 　林星辰，等：１０ｋＷ级直接输出半导体激光熔覆光源的研制与热效应分析



图１　半导体激光器光路合成模型图
Ｆｉｇ．１　Ｏｐｔｉｃａｌｐａｔｈ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ｏｆｄｉｏｄｅｌａｓｅｒ

图２　二色分光镜的膜系曲线

Ｆｉｇ．２　Ｃｏａｔｉｎｇｃｕｒｖｅｏｆｄｉｃｈｒｏｉｃｂｅａｍｓｐｌｉｔｔｅｒ

直后快慢轴发散角不同，因此通过计算，理论上聚

焦光斑尺寸为２５ｍｍ×１６ｍｍ，呈矩形分布，可
以满足激光熔覆快速大面积加工的要求。

２．２　热效应分析
由于半导体激光光源的输出功率达１０ｋＷ，

因此有必要对光源的热效应进行分析。半导体激

光叠阵通常采用成熟的微通道冷却散热技术，因

此本文主要讨论光源内部的光学元件的散

热［１６１７］。

在如此高的激光功率密度下，透镜的温度会

因为热吸收而显著上升，并在镜子表面产生温度

梯度变化。温度梯度会引起热应力，导致透镜破

裂。在光源内部所有光学元件中，聚焦镜组中最

后一片透镜承受的功率密度最高，本文将对此进

行详细讨论。本文采用 ＣＯＭＳＯＬ有限元分析软
件对透镜的热应力进行模拟分析，透镜的基底材

料熔石英对半导体激光器的吸收系数 α为００５

ｍ－１，熔石英的热导率为１３Ｗ／（ｍ·Ｋ）。公式

（１）为热源方程：

ｑ（ｘ，ｙ，ｚ）＝ＰαＳｅ
－αｚ， （１）

其中，Ｐ代表合成后激光光源输出的总功率，Ｓ代
表激光束在透镜上的辐射面积，ｚ为透镜的厚度。
在自由传导散热条件下，在 ＣＯＭＳＯＬ中将自由传
导系数设为１０Ｗ／（ｍ２·Ｋ），将环境温度设为２９３
Ｋ。图３为模拟结果，可见透镜上的最大温度达
到４４２２Ｋ，最大热应力（冯·米塞斯应力）超过
７５４ＭＰａ，这将导致透镜的破裂。为了减小热应
力，保证激光光源的稳定性，设计了具有水冷结构

的聚焦镜筒。如图４所示，在聚焦镜筒的侧壁上
设计了多个直径为３ｍｍ的水冷通道，水冷通道
呈等间距分布。冷却水从注水口通入，然后通过

环形通道后分别进入水冷通道，最后再汇集到一

起从出水口流出，从而使透镜的热量随冷却水的

流动被有效带走。可以看出水冷通道的数量对透

镜的热应力有很大的影响。

图３　自由传导散热时镜头温度和热应力的模拟结

果图

Ｆｉｇ．３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ｔｈｅｒｍａｌｓｔｒｅｓ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ｆｒｅｅ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ｍａｌｄｉｓ

ｓｉｐａｔｉｏｎ

图５为透镜的温度和热应力随水冷通道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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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聚焦镜桶的散热结构图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ｒｍａｌ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ｆｏｃｕｓｉｎｇｌｅｎｓ

ｈｏｌｄｅｒ

图５　冷却水通道数量与温度和热应力的关系图
Ｆｉｇ．５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ｔｈｅｒｍ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ｖａｒｙｉｎｇｗｉｔｈｗａ

ｔｅｒ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的变化情况。当水流量设置为 ５Ｌ／ｍｉｎ，温度设
为２９３Ｋ，通过判定雷诺数，采用湍流模式模拟冷
却水，通过流体计算得出模拟结果，如图６所示。
随着水冷通道数量的增加，温度和热应力在开始

阶段快速下降，当数量超过６个以后，聚焦镜筒的
散热能力趋于饱和，此时，再增加水冷通道数量对

透镜温度及热应力的影响并不大。将水冷通道数

量设为６个并对透镜的热效应进行模拟，透镜的
最高温度从４４２２Ｋ降至３２０Ｋ，相应的热应力从
７５４ＭＰａ降至１４ＭＰａ，热效应明显下降。

３　结果分析

　　如上文２．１中所述，通过偏振合成和波长合
成相结合的方法，４只半导体激光叠阵实现了功
率合成。整个激光光源采用水冷方式进行冷却，

水冷温度设为２９３Ｋ，功率和效率随电流的变化

图６　６个水冷通道下聚焦镜筒的温度和热应力分
布图

Ｆｉｇ．６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ｔｈｅｒｍ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
ｆｏｃｕｓｉｎｇｌｅｎｓｈｏｌｄｅｒｗｉｔｈｓｉｘｗａｔｅｒ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曲线如图７所示。在输入电流为１２２Ａ下，整个
激光光源的输出功率可达１０１２０Ｗ，电光转换效
率达４６％。从图７中可以看出，整个ＰＩ曲线呈线
性分布，这说明采用微通道冷却可以使半导体激

光叠阵在整个工作范围内实现稳定的功率输出。

图７　功率和效率随电流的变化曲线
Ｆｉｇ．７　Ｏｕｔｐｕｔｐｏｗｅｒａｎｄ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ｖｅｒｓｕｓ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ｃｕｒｒｅｎｔ

半导体激光叠阵的初始电光转换效率约为

５０％，但是经过合成后，整个激光光源的电光转换
效率降至４６％，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１）实验中
所用的半导体激光器叠阵为线偏振光输出，由于

３２８第４期 　林星辰，等：１０ｋＷ级直接输出半导体激光熔覆光源的研制与热效应分析



图８　可靠性测试前（ａ）后（ｂ）的光斑图
Ｆｉｇ．８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ｏｆｆｏｃｕｓｉｎｇｓｐｏｔｂｅｆｏｒｅ（ａ）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ｂ）

ｔｈｅ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ｅｓｔ

半导体激光器量子阱结构及材料组分的限制，半

导体激光器输出激光的偏振度在９８％ ～９９％之
间，这会在偏振合成过程中产生一定的功率损

失［１８］。（２）由于镀膜工艺的限制，实验中所用的
偏振合成膜系和波长合成膜系很难达到理论设计

值，通常 Ｐ偏振态的激光入射到偏振合成镜上
时，透过率为９６％，Ｓ偏振态的激光入射到偏振合
成镜上时，反射率为９９％，这样在偏振合成环节
会产生大约２５％的平均损耗。同样在波长合成
环节，也会产生大约２５％的平均损耗。（３）由于
光源内部的反射镜和透射镜的反射率和透过率也

不能达到１００％，这些较小的损耗积累将会产生

较大的损耗，这也是光源功率损失的一部分因素。

　　采用自行设计的聚焦镜组，合成后的光束聚
焦为２５ｍｍ×１６ｍｍ的矩形光斑，与之前的理论
计算值相同。

为了验证光源的可靠性，本文对半导体激光

器进行了２４ｈ的可靠性测试实验，在光源外部光
路中利用分光镜将９９９％的激光分光，然后利用
功率计进行接收，再采用 Ｓｐｉｒｉｃｏｎ公司的光束分
析仪对聚焦光斑变化情况进行监测。图８给出了
激光光源在可靠性测试前后的光斑变化情况。可

以看出，经过长时间的可靠性测试，光斑没有明显

变化，这说明光源内部的散热结构有效地减小了

透镜因为热应力而产生的形变。激光器可以稳定

可靠地长时间工作，满足激光熔覆、激光热处理的

要求。

４　结　论

　　本文研制了应用于激光熔覆、激光热处理领
域的１０ｋＷ级高可靠性大功率半导体激光光源，
光源内部将偏振合成技术和波长合成技术相结

合，在 １２２Ａ的注入电流下，输出功率达
１０１２０Ｗ，电光转化效率为４６％。通过自行设计的
聚焦镜后，合成后的光斑聚焦为２５ｍｍ×１６ｍｍ
的矩形光斑，可满足工业中大面积快速激光熔覆、

激光热处理的需求。实验中对激光光源的热效应

进行了分析，采用自行设计的散热系统对光源内

部的光学元件进行散热，实现了稳定的激光功率

输出，而且光斑分布没有发生变化，验证了该半导

体激光器可以长时间连续工作，展示了其在激光

熔覆、激光热处理等应用中的良好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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