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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激光材料加工研究的主导领域与热点
钟敏霖　刘文今

（清华大学机械系激光加工研究中心，先进成形制造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北京１０００８４）

摘要　根据六届国际激光与光电子学应用会议和三届中国全国激光加工学术会议报告论文的统计数据，归纳总结

出国际激光宏观材料加工的１５个主导研究领域和激光微纳加工的７个主导研究领域。根据１２４７篇国际会议论文

和２３１篇国内会议论文在２２个主导研究领域的分布，得出国际激光宏观加工的５个研究热点方向和激光微纳加

工的４个研究热点方向。中国激光材料加工研究已覆盖国际激光材料加工研究的大部分主导研究领域，中国在激

光表面强化特别是激光熔覆方面的大量深入研究已形成优势；中国在新型激光器和激光微纳加工领域的研究尚显

薄弱，需要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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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自１９１６～１９１７年爱因斯坦提出光辐射理论和

自发辐射、受激吸收、受激辐射等全新概念到１９６０

年梅曼发明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经历了４４年，期

间出现了许多历史性的发现和发明，并涌现出与激

光的发现发明直接相关的５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包

括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Ｃｈａｒｌｅｓ．Ｈ．Ｔｏｗｎｅｓ，原

苏联莫斯科列别捷夫物理研究所研究员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Ｐｒｏｈｏｒｏｖ和ＮｉｋｏｌａｉＧＢａｓｏｖ（他们三位因在量子

电子学领域的基础性工作及微波激射器和激光器原

理的开创性工作分获１９６４年诺贝尔物理奖），美国

贝尔实验室研究员Ａ．Ｌ．Ｓｈａｗｌｏｗ和哈佛大学教授

ＮｉｃｏｌａｓＢｌｏｅｍｂｅｒｇｅｎ（他们两位因在激光光谱领域

的开创性工作分获１９８２年诺贝尔物理奖）。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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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０年至今已有４８年，这期间激光从一项物理学

上的发明发展到了一种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通信、

信息处理、医疗卫生、军事、文化教育及科学研究等

各个领域的通用型技术，对促进科学技术进步与发

展、形成新的产业、为提高人类健康和生活水平做出

了卓越贡献，并继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

激光应用研究领域也出现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并获

得诺 贝 尔 奖，如 １９９７ 年，Ｓｔｅｖｅｎ Ｃｈｕ，Ｃｌａｕｄｅ

ＣｏｈｅｎＴａｎｎｏｕｄｊｉ和 ＷｉｌｌｉａｍＤ．Ｐｈｉｌｌｉｐｓ三人因发

展了采用激光冷却和捕获的方法而获得诺贝尔物理

学奖；ＪｏｈｎＬ．Ｈａｌｌ和ＴｈｅｏｄｏｒＷ．Ｈａｎｓｃｈ因在基

于激光的精密光谱与光频梳技术方面的贡献与Ｒｏｙ

Ｊ．Ｇｌａｕｂｅｒ分享２００５年诺贝尔奖。

激光作为一种受激辐射放大的光，它所具备的

高亮度、高方向性、高单色性、高相干性以及特殊的

空间分布特性、时间控制特性、偏振特性等，使其能

获得高达１０１０～１０
１２ Ｗ／ｃｍ２ 的聚焦功率密度，将巨

大的能量集中在非常小的范围内，迅速使材料局部

温度升到上万度的高温，并能达到１０１２Ｋ／ｓ的冷却

速度，从而成为一种无与伦比的材料加工工具。激

光加工具有高精密、高质量、高效率、非接触性、洁净

无污染、参数精密控制和高度自动化等特性，这些

综合特性为先进制造技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生长

点、强有力的深层次研究工具和新技术的突破点。

激光加工技术综合集成了光学、激光、数控、计算机、

材料科学、凝固理论、物理冶金和化学冶金学、机电

及传感监测和控制等现代科学技术，其自身的开放

性和适应性又使其渗透到许多学科，包含了丰富的

内涵，是目前国际上极为活跃并富有成果的高新前

沿研究领域，世界各国均投入大量的资金和人力开

展广泛深入的研究，取得很大进展并促使激光加工

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当代激光加工已由一种特殊用

途的加工技术发展成为较为通用的、具有多种用途

的加工技术。激光加工作为先进技术制造中极为重

要的组成部分，反映了当代科学与技术发展的趋

势，是２１世纪材料加工的主要方法之一，其在工业

中所占比重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工业加工水平高低

的重要指标之一。

２　国际激光宏观加工的研究领域与热点

激光加工技术作为一项综合集成激光技术、新

材料技术、计算机与数控技术的现代先进制造技术，

一直得到世界各国重要研究机构和大学的重视和广

泛研究，其最新研究成果和研究进展往往最先出现

在重要的国际会议上。激光材料加工领域的重要国

际会议主要有国际光学工程学会（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Ｏｐｔ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主办的ＳＰＩＥ国际

会议中的“激光作为制造工具”（ＬａｓｅｒａｓＴｏｏｌｓｆｏｒ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主 题 和 美 国 激 光 学 会 （Ｌａｓｅ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主 办 的 ＩＣＡＬＥ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ｏｎ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Ｌａｓｅｒｓ

＆ＥｌｅｃｔｒｏＯｐｔｉｃｓ）国际会议。ＩＣＡＬＥＯ国际会议自

１９８２年起每年举办一次，至２００８年已是２７届，是

国际激光材料加工领域影响最大、规模最大、研究论

文最集中、最能体现本领域研究发展前沿和热点的

国际会议。每届参会代表约５００多人，来自全球３０

多个国家，包含了在本领域研究的重要国家和重要

研究机构。ＩＣＡＬＥＯ国际会议包括激光材料加工

会议和激光微纳加工会议，本文对ＩＣＡＬＥＯ′０２至

ＩＣＡＬＥＯ′０７连续六届国际会议
［１～６］中的８６０篇激

光材料加工会议报告论文和３８７篇激光微纳加工会

议报告论文进行分类统计，能够比较全面准确地反

映国际激光加工的主导研究领域与研究热点。中国

光学学会激光加工专业委员会（Ｌａｓｅｒ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ｆＣｈｉｎａＯｐｔ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ＬＰＣＣＯＳ）每

两年 主 办 一 届 “全 国 激 光 加 工 学 术 会 议”

（ＣＮＣＬＭＰＣｈｉｎ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 Ｌａｓｅｒ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已 经 成 功 举 办 ８ 届，

ＣＮＣＬＭＰ′０６有２００多人参加，来自国内４０所高校

和１２家研究机构，包含了在本领域主导研究的重

要大 学 和 研 究 机 构。本 文 对 ＣＮＣＬＭＰ′０２ 至

ＣＮＣＬＭＰ′０６连续三届全国会议
［７～９］的２１６篇激光

加工报告论文和１５篇微纳加工报告论文进行分类

统计，能够比较全面准确地反映出中国激光加工的

主导研究领域与研究热点。

国际激光材料加工研究已经涉及非常广泛的领

域，每个研究领域又细分出许多子领域，因此

ＩＣＡＬＥＯ激光宏观材料加工会议往往分多个主题，

如２００７年激光宏观材料加工会议报告论文有１４７

篇，分２０个主题，依次为：航空焊接与修复，高亮

度激光加工，太阳能与能源装置制造，直接金属沉

积，二极管激光技术与加工，复合焊接，激光焊接

（纪念 Ｍａｔｒｕｎａｗａ教授），铁合金激光焊接，先进加

工，选择性联接过程与材料，塑料加工，打孔的航

空应用，模型与模拟Ｉ，切割与打孔，检测与控制，

高亮度激光焊接，表面处理Ｉ，模型与模拟ＩＩ，激光

系统与设备，表面处理ＩＩ。每届会议的分主题不完

全相同，作者对连续六届ＩＣＡＬＥＯ激光宏观材料

４５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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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会议的主题进行归纳合并，总结出国际激光宏

观材料加工的１５大研究领域：

１）激光与物质相互作用；２）激光表面强化：激

光热处理、激光合金化、激光熔覆；３）激光焊接：焊

接等离子体、小孔研究、轻金属焊接、钎焊、混合激光

焊接、聚合物与塑料连接、焊接工业应用；４）激光切

割与打孔；５）激光成形与制造：快速成形、激光板材

成形、激光粉末烧结、激光直接制造；６）激光引导击

穿光谱；７）激光加工新工艺新技术；８）激光加工工

业应用（汽车、航空、机械制造、生物医疗、能源）；９）

激光加工过程传感、检测与控制；１０）激光加工过程

模型与模拟；１１）新型激光器件及加工研究：二极管

激光、光纤激光、薄片激光器；高亮度激光；１２）光束

处理与诊断；１３）光学元器件研究；１４）激光加工集

成制造系统；１５）激光加工环境与安全。

将６届ＩＣＡＬＥＯ激光宏观材料加工会议的８６０

篇报告论文按１５大领域分类，得到历年国际激光

宏观加工研究分布如图１所示。

图１ ＩＣＡＬＥＯ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六届国际会议激光宏观加工报告论文分布

Ｆｉｇ．１ Ｐａｐｅｒ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ｎｌａｓｅｒ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ｆｒｏｍ６ＩＣＡＬＥＯ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国际激光宏观加工１５大研究领域中的５大研

究热点依次为：激光焊接 （占所有报告论文的

２１．３％），激光成形与制造（占１４．１％），新激光器

与新激光加工研究（占１１．６％），激光表面强化（占

１０．９％）以及激光加工过程的传感、检测与控制（占

８．４％）。

图２ ＩＣＡＬＥＯ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六届国际会议激光焊接

报告论文分布

Ｆｉｇ．２ Ｐａｐｅｒ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ｎｌａｓｅｒｗｅｌｄｉｎｇｆｒｏｍ

６ＩＣＡＬＥＯ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对前三大研究热点进行细分，激光焊接包括：

复合激光焊接、焊接工艺、聚合物与塑料连接、轻金

属焊接、焊接基础、钎焊、焊接等离子体、小孔研究、

焊接工业应用、高亮度激光焊接和异种金属材料焊

接，其分布见图２。热点研究方向有：复合激光焊接

（占２３％），激光焊接工艺研究（占１８％），聚合物与

塑料连接（占１６％）和轻金属焊接（占９％）。

激光成形与制造包括：激光直接制造、激光粉末

沉积、激光制造过程与系统、激光板材成形与快速成

形与烧结，其分布见图３。主导研究方向有激光直

接制造（占３２％），激光粉末沉积（占３１％）和激光制

造过程与系统（占２４％）。

图３ ＩＣＡＬＥＯ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六届国际会议激光成形

与制造报告论文分布

Ｆｉｇ．３ Ｐａｐｅｒ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ｎｌａｓｅｒｆｏｒｍｉｎｇ＆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ｆｒｏｍ６ＩＣＡＬＥＯ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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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ＩＣＡＬＥＯ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六届国际会议新型激光器

及加工研究报告论文分布

Ｆｉｇ．４ Ｐａｐｅｒ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ｎｎｅｗｌａｓｅｒｓ＆ｐｒｏｃｅｓｓｆｒｏｍ

６ＩＣＡＬＥＯ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新型激光器件及加工研究包括：二极管与固体

激光器、光纤激光器与薄片激光器、制造中的新激光

器、二极管激光加工、光纤激光加工及高亮度激光加

工，其分布见图４。主导研究方向有：二极管激光加

工（占３３％），二极管与固体激光器（占１８％）及光纤

激光器与薄片激光器（占１５％）。

将三届中国全国激光加工学术会议的２１６篇报

告论文同样按１５大领域分类，得到历年中国激光

宏观加工研究分布如图５所示。

中国激光宏观加工１５大研究领域中的５大研

究热点依次为：激光表面强化（占所有报告论文的

３７．５％），激光焊接（占１８．５％），激光成形与制造

（占１４．８％），激光切割与打孔（占６．９％）以及激光

加工过程的模型与模拟（占５．６％）。

图５ ＣＮＣＬＭＰ２００２～２００６三届全国激光加工会议报告论文分布

Ｆｉｇ．５ Ｐａｐｅｒ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ｎｌａｓｅｒ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ｆｒｏｍ３ＣＮＣＬＭＰ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对前三大研究热点进行细分，激光表面强化包

括：激光熔覆、激光合金化、激光热处理、激光烧结、激

光合成、激光冲击、激光毛化、激光清洗，其分布见图

６。研究论文比较集中的方向包括：激光熔覆（占

４７％），激光热处理（占１１％）和激光烧结（占１１％）。

图６ ＣＮＣＬＭＰ２００２～２００６三届全国激光加工会议

激光表面强化报告论文分布

Ｆｉｇ．６ Ｐａｐｅｒ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ｎｌａｓｅｒｓｕｒｆａｃｅ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３ＣＮＣＬＭＰ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图７ ＣＮＣＬＭＰ２００２～２００６三届全国激光加工会议

激光焊接报告论文分布

Ｆｉｇ．７ Ｐａｐｅｒ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ｎｌａｓｅｒｗｅｌｄｉｎｇ

ｆｒｏｍ３ＣＮＣＬＭＰ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激光焊接仍按国际激光焊接细分方向，包括：

复合激光焊接、焊接工艺、聚合物与塑料连接、轻金

属焊接、焊接基础、钎焊、焊接等离子体、小孔研究、

焊接工业应用、高亮度激光焊接和异种金属材料焊

接，中国激光焊接报告论文分布如图７。论文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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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的方向有：激光焊接工艺（占３８％）、轻金属焊

接（占２３％）、复合激光焊接（占１３％）和激光焊接等

离子体、小孔研究（占１３％）。聚合物与塑料连接和

高亮度激光焊接研究尚未开展。

激光成形与制造研究的分布如图９，其中激光

直接制造研究占主导。

图８ ＣＮＣＬＭＰ２００２～２００６三届全国激光加工会议

激光成形与制造报告论文分布

Ｆｉｇ．８ Ｐａｐｅｒ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ｎｌａｓｅｒｆｏｒｍｉｎｇ＆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ｆｒｏｍ３ＣＮＣＬＭＰ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分析对比中国和国际激光宏观加工研究的领域

和热点分布，可以归纳出４点看法：

１）中国激光宏观材料加工研究涉及了国际激

光材料加工研究的大部分主导研究领域，研究发展

势头良好；

２）中国在激光表面强化领域集中了大量、全

面、深入的研究，其中激光熔覆的研究占绝对优势，

形成了研究特色；

３）中国在激光焊接与激光成形制造领域的研

究紧跟国际发展步伐，形成良性发展；

４）中国在二极管激光、光纤激光、薄片激光器

等新型激光器件和应用方面的研究严重不足，在光

学元器件方面的研究也很微弱，成为我国在该领域

的薄弱环节，将会影响我国在激光加工研究领域的

进一步发展，急需加强。

３　国际激光微纳加工的研究领域与热点

国际激光微纳加工研究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的

关注，研究活动不断活跃，研究机构不断增加，研

究领域不断拓宽，被普遍认为是二十一世纪的重要

发展趋势。２００７年ＰＩＣＡＬＯ会议包括激光微细加

工会议和激光纳米制造会议，激光微细加工会议有

７０篇报告论文，分１１个分主题：超快激光加工Ｉ，

光纤激光应用，微细表面改性，微细装置制造，复

合与其他新加工方法，沉积、过程检测、光束整形，

超快激光加工ＩＩ，微加工Ｉ，微加工ＩＩ，微加工光

源，紫外与生物加工。ＩＣＡＬＥＯ２００７激光纳米制造

会议报告论文总数为２４篇，分４个分主题：纳米制

造新出现技术，激光辅助纳米制造，纳米结构材

料，飞秒激光纳米结构化与纳米制造。作者对连续

六届ＩＣＡＬＥＯ激光微纳加工会议的３８７篇报告论

文的主题进行归纳合并，总结出国际激光微纳加工

的７大研究领域：

１）纳米制造（激光辅助纳米制造、纳米结构材

料）；２）精密微加工（微焊、微连接、微打孔、微切割、

微烧蚀、微熔覆、微成形、微表面处理、微车削）；３）

超快激光加工（飞秒加工）；４）激光微包装 ；５）微加

工应用（微电子机械系统、电子器件、生物医疗、光子

学器件、玻璃微加工、诊断）；６）激光微加工装备（激

光器与系统，光纤激光）；７）玻璃微加工。

将６届ＩＣＡＬＥＯ激光微纳加工会议的３８７篇

报告论文按７大研究领域分类，得到国际激光微纳

加工研究分布如图１０。热点研究领域依次为：激光

精密微加工工艺研究（占所有微纳报告论文的

３７．２％），激光微加工应用研究（占２２．２％），超快

激光加工（占１２．９％）和激光纳米制造（占１２．６％）。

图９ ＩＣＡＬＥＯ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六届国际会议激光

微纳加工报告论文分布

Ｆｉｇ．９ Ｐａｐｅｒ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ｎｌａｓｅｒｍｉｃｒｏｎａｎｏ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６ＩＣＡＬＥＯ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中国三届全国激光加工学术会议中涉及微纳加

工的论文共１５篇，其中纳米制造方面６篇，精密微

加工方面５篇，超快激光加工方面２篇，微加工应

用方面２篇，激光微包装、激光微加工装备和玻璃

微加工均没有论文。

由此可见，我们在激光微纳加工研究方面还很

薄弱，我国激光微细加工论文占激光宏观加工论文

数的７％，而国际激光微细加工论文占激光宏观加

工论文的４５％，而且我国激光微纳加工研究范围较

窄，急需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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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中国在激光加工研究领域的发展

我国的激光材料加工研究与发展从一开始就显

示出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特色，这样的研究格局源于

我国高功率激光器的研发特点和我国科学研究发展

的基本国情，其结果却形成了我国激光加工研究没

有一味跟踪国外的发展，具有自己鲜明的研究应用

特色和优势的局面。

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我国研制成功高功率横流

ＣＯ２ 激光器起，高功率激光材料加工的研究迅速开

展起来并在国内众多的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展开。

鉴于横流ＣＯ２ 激光器的高阶模、大发散角光束特

性，激光相变硬化研究是适应当时激光器光束质量

的首选，成为研究的重点和热点。８０年代我国对

激光相变硬化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在高能激光

束与金属材料表面相互作用的基本特性、增强对远

红外ＣＯ２ 激光吸收率的吸光涂料、常用工程材料

（如灰铸铁、球墨铸铁、合金铸铁，各种碳刚、合金

钢、工具钢、模具钢等）的激光相变硬化工艺、特性、

微观组织变化、性能，激光相变硬化的基本硬化机

制及典型零件的工业应用等方面均取得了很大的进

展，发表了数以千计的研究论文，出现了一支人数

众多的稳定研究队伍，并初步形成了我国在激光加

工研究方面的特色。

９０年代开始我国在激光相变硬化技术的实用

化、工业化方面已趋于成熟，在许多零件上获得成

功应用并在汽车发动机缸体和缸套的强化修复方面

取得重大进展，在国内大量推广应用，形成了一个

高潮。到目前为止，激光相变硬化的应用状况一直

良好，应用范围不断拓宽，经济效益和技术附加值

显著。８０年代末和整个９０年代，激光合金化尤其

是激光熔覆成为我国激光加工研究的持续热点，研

究内容包括：激光熔覆技术基本研究（熔覆特性，不

同材料与基体组合的激光熔覆工艺及参数，激光熔

覆层的微观组织结构和相分析，激光熔覆层的性能，

熔覆层缺陷）；激光熔覆基础理论和模型；激光熔覆

应用研究；激光熔覆专用材料研制；激光熔覆过程裂

纹形成与消除机制；激光熔覆过程关键因素的检测

与控制；激光熔覆高性能送粉器和喷嘴；用激光熔覆

制备新材料；基于激光熔覆的快速成形与制造技术

等。全面研究了钴基合金、镍基焊接、铁基焊接、有

色金属、抗高温氧化合金、耐蚀合金、金属陶瓷、金属

基复合材料等大量的材料。如此全面深入的研究在

国际上是绝无仅有的，我国研究人员在国内外会议

和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成为国际上激光

熔覆研究的重要国家。

自９０年代起我国一些研究机构和许多企业开

始大量引进具有低阶模和低发散角且稳定性较好的

快轴流ＣＯ２ 激光器，用于板材的激光切割，形成了

３０多家以切割加工服务为主业的激光切割工作站，

切割范围涉及自动电梯机构件、电梯面板、模切板、

大型锯片、照相册板、复印机墙板、保险柜抽屉面板、

粮食机械、工具、钢模板、样板、电机定子、纺织机械

等，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但激光切割的基础研

究在我国很少开展。

９０年代起我国部分高校如清华大学、华中科技

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也引进了国外

光束质量好、稳定性高的ＣＯ２ 激光器和Ｎｄ∶ＹＡＧ

激光器，并从此开展了较正规的激光焊接研究，在

激光焊接等离子体研究、激光焊接过程检测与控制、

激光焊接超薄材料、激光焊接超级钢及激光拼焊板

技术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９０年代后期，我国清

华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单位开

展了激光直接制造研究，在同轴送粉技术、激光制

造的工艺及工艺优化、激光制造过程检测与闭环控

制、激光制造过程数值模拟与模型、激光制造的材料

体系研究及激光直接制造典型零件与应用研究等方

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快速发展。

激光微纳加工技术是激光先进制造领域的热点

方向之一，近年来我国在激光微纳加工领域也有很

大发展，清华大学在激光处理碳纳米管，北京大

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及江苏大学在双光子聚合微

纳制造方面均取得了进展。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中国的激光材料加工研究

在研究水平、层次、质量和范围等方面都有明显进

展。２００８年４月１６～１８日，中国光学学会激光加

工专业委员会和清华大学联合美国激光学会在北京

成功举办了“第三届太平洋国际激光与光学应用会

议 ” （３ｒｄ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ｏ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Ｌａｓｅｒｓ ａｎｄ Ｏｐｔｉｃｓ （ＰＩＣＡＬＯ

２００８）），会议分为激光材料加工国际会议、激光微

纳超快加工国际会议、国际企业家高峰论坛“全球

化：中国与世界激光产业的机遇与挑战”和国际激光

企业产品展示会。会议吸引了全球１９个国家的

２８０多位代表参加，来自美、德、英、法、日、澳大利

亚、加拿大等１８个国家的代表人数达到１３３人，是

目前为至在我国举办的最大的激光加工国际学术会

议。全球著名的１１位激光企业总裁、ＣＥＯ参加论

坛并发表演讲，３０多家国内外企业参加了产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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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会。会议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等２２个单位

的资助。与会国内外代表普遍认为ＰＩＣＡＬＯ２００８

取得巨大成功，在参会人数、大会报告与邀请报告

质量、到会代表层次、会议节目安排、会议论文的学

术水平及会议交流的活跃程度等方面均达到国际一

流水准。本次会议的成功举办大大提升了中国激光

加工研究界在国际上的声誉。

５　结　　论

国际激光材料加工研究可以归纳为１５个激光

宏观加工主导领域和７个激光微观加工主导研究，

按论文分布密度可以得出５个宏观加工热点研究方

向和４个微纳加工热点研究方向。

中国激光材料加工研究已覆盖国际激光材料加

工研究的大部分主导研究领域，在激光表面强化特

别是激光熔覆方面的大量深入研究已形成优势；在

新型激光器和激光微纳加工领域的研究尚显薄弱，

需要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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