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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满足红外探测系统无热化、高质量成像的需求,在非球面硫系玻璃基底制备3.7~4.8
 

μm波段增透膜。
根据试验要求选取黏结层材料,提高基板与薄膜之间的附着力;利用有限元分析法通过多物理场仿真软件,将温度

场与热应力场相结合建立三维模型,分析非球面薄膜的应力分布情况。根据模拟结果对沉积工艺进行优化,采用

温度梯度烘烤法降低硫系玻璃基底的热应力,并采用真空原位退火法释放沉积薄膜的应力,解决非球面镜的脱膜

问题。所制备的薄膜可以通过MIL-C-48497A标准中的附着力、湿度、中度摩擦等测试,并在3.7~4.8
 

μm波段的

平均透过率为99.12%,满足红外探测系统的指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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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空原位退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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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the
 

purpose
 

of
 

achieving
 

high-quality
 

athermal
 

imaging
 

in
 

the
 

infrared
 

detection
 

system 
 

an
 

antireflection
 

coating
 

in
 

the
 

wave
 

band
 

of
 

3 7--4 8
 

μm
 

was
 

prepared
 

on
 

aspheric
 

chalcogenide
 

glass
 

substrate 
 

Adhesive
 

layer
 

material
 

was
 

selected
 

in
 

the
 

experiment
 

to
 

improve
 

the
 

adhesion
 

between
 

the
 

substrate
 

and
 

the
 

coating 
 

The
 

finite
 

element
 

method
 

and
 

multi-physics
 

simulation
 

software
 

were
 

used
 

to
 

build
 

a
 

three-dimensional
 

model
 

that
 

combined
 

temperature
 

field
 

and
 

thermal
 

stress
 

field 
 

The
 

stress
 

distribution
 

of
 

aspheric
 

film
 

was
 

analyzed 
 

In
 

view
 

of
 

the
 

simulation
 

results 
 

the
 

deposition
 

process
 

was
 

optimized 
 

The
 

thermal
 

stress
 

of
 

the
 

chalcogenide
 

glass
 

substrate
 

was
 

reduced
 

by
 

temperature
 

gradient
 

heating
 

and
 

the
 

stress
 

of
 

the
 

deposited
 

film
 

was
 

released
 

by
 

in-situ
 

vacuum
 

annealing
 

so
 

as
 

to
 

solve
 

the
 

film
 

stripping
 

problem
 

of
 

the
 

aspheric
 

mirror 
 

The
 

prepared
 

film
 

passed
 

the
 

tests
 

of
 

adhesion 
 

humidity 
 

and
 

moderate
 

friction
 

of
 

the
 

MIL-C-48497A
 

standard
 

and
 

the
 

average
 

transmittance
 

in
 

the
 

wave
 

band
 

of
 

3 7--4 8
 

μm
 

was
 

99 12% 
 

which
 

means
 

the
 

prepared
 

film
 

met
 

the
 

index
 

requirements
 

of
 

infrared
 

detec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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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红外探测系统在军民领域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

地位,硫系玻璃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光学

系统中,采用非球面光学元件能减少系统的像散和

像差,获得高质量的图像。因此,针对硫系玻璃基板

的研究逐渐从平面结构发展到非球面构造。
国内外以平面硫系玻璃为基底的薄膜制备技术

已经比较成熟,但在非球面硫系玻璃上镀膜还面临

诸多问题[1-3],非球面硫系玻璃由于受到模压工艺的

限制,往往存在车痕、表面粗糙、成形后残余应力大

等问题,这些缺陷导致非球面硫系玻璃相较于平面

硫系玻璃更容易出现膜-基结合性差、膜层脱落的

问题。
2003年,Zhang等[4]以72GeSe2-8Ga2Se3-10CsI

平面硫系玻璃为基底,设计并制备了7层减反射薄

膜,其中最外面的三层薄膜被用作保护层,并按照

MIL-C-48497A标准进行了附着力测试、摩擦测试、
热冲击和耐腐蚀试验,试验后8~11

 

μm波段的平

均透过率仍为97%。2017年,西安工业大学的费海

明等[5]以平面硫系玻璃(As40Se60)为基底,制备的

薄膜透过率大于90%,可通过JB/T
 

8226.1—1999
标准要求的薄膜抗磨强度和环境测试。2020年,长
春理工大学的付秀华等[6]在IRG206平面硫系玻璃

上镀制减反膜,并用类金刚石薄膜(DLC)作为最外

层保护膜,其薄膜剩余反射率为3%,能够满足GBJ
 

2485—1995标准中的环境测试要求。
综上所述,许多研究人员讨论了平面硫系玻璃

膜层脱落机理及解决方案,但对于非球面硫系玻璃

基底薄膜制备工艺仍鲜有报道。根据已有研究结

果,适用于平面硫系玻璃的薄膜工艺不能完全解决

非球面硫系玻璃的脱膜问题,应进一步针对非球面

硫系玻璃的脱膜问题进行研究。

2 膜系设计与薄膜制备

针对无热化成像系统的需求,基于非球面硫系

玻璃基底镀制高透过率、高强度的薄膜,其薄膜参数

要求如表1所示。
表1 3.7~4.8

 

μm增透膜技术参数要求

Table
 

1 3.7--4.8
 

μm
 

antireflection
 

coating
 

technical
parameter

 

requirements

Parameter Specification
Substrate IRG206

Incident
 

angle
 

/(°) 0
Spectrum

 

range
 

/nm 3700--4800
Transmittance

 

/% >98.5

Environmental
 

test

Adhesion
 

test
Humidity

 

test
Moderate

 

wear
 

test
Temperature

 

test
Solubility

 

and
 

cleanability

2.1 膜系结构设计

根据技术参数的要求,选择在3.7~4.8
 

μm波

段透明且具有良好光学性能的薄膜材料,高折射率

材料选用Ge,中折射率材料选用ZnS,低折射率材

料选用YbF3。利用 Macleod软件结合镀膜实验拟

合得到的三种材料折射率如图1所示。

图1 不同薄膜材料的折射率。(a)
 

YbF3;
 

(b)
 

ZnS;
 

(c)
 

Ge
Fig 

 

1 Refractive
 

index
 

of
 

different
 

thin
 

film
 

materials 
 

 a 
 

YbF3 
 

 b 
 

ZnS 
 

 c 
 

Ge

  利用Macleod软件进行膜系设计,初始结构设

为Sub/H/M/L/M/Air,其中Sub为非球面硫系玻

璃基底,Air为空气,H 为 Ge,M 为 ZnS,L 为

YbF3。采用Variable
 

Metric方法进行优化,优化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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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膜系结构为Sub/0.87H/4.07M/3.55L/1.62M/
Air。理论透过率光谱曲线如图2所示,在3.7~
4.8

 

μm波段双面平均透过率为99.5%。

图2 理论透过率光谱曲线

Fig 
 

2 Theoretical
 

transmittance
 

spectral
 

curve

2.2 制备技术研究

使用的真空镀膜机为莱宝ARES-1110型,配备

270°E型电子枪和XTC-3膜厚控制仪,工件盘转速

设定为26.4
 

r/min,镀膜温度为170
 

℃,采用等离子

体离子源(APS)辅助沉积。当真空度为5.0×
10-4

 

Pa时,使用离子源对非球面硫系玻璃基板进

行10
 

min清洁,整个镀膜过程使用APS进行辅助

沉积,APS的功率为3.6
 

kW,Ge的蒸发速率控制

为0.5
 

nm/s,ZnS的蒸发速率为1.5
 

nm/s,YbF3
的蒸发速率为0.8

 

nm/s。
在进行实验前,使用酒精溶液对非球面硫系玻

璃基底进行擦拭清洗,避免出现水汽、灰尘等杂质导

致的脱膜现象。由于非球面结构对光谱等测试的难

度较大,因此对相同牌号的平面硫系玻璃陪镀片进

行光谱等测试,镀膜完成后目测发现膜层表面完好,
将玻璃胶带纸(型号为L-T-90Ⅰ类)粘贴在成品表

面后垂直迅速拉起,反复进行5次,直至出现脱膜现

象,对脱膜基片进行光谱测试,结果如图3所示。

图3 测试结果。(a)附着力测试后结果;(b)基底镀膜前后光谱对比

Fig 
 

3 Test
 

results 
 

 a 
 

Result
 

after
 

adhesion
 

test 
 

 b 
 

comparison
 

of
 

spectra
 

before
 

and
 

after
 

coating
 

of
 

substrate

  从脱膜后元件光谱测试的结果可以看出,膜
层脱落后元件的光谱透过率T1 与硫系玻璃基底

透过率T0曲线几乎一致,这表明镀制在基底上的

薄膜完全脱落,脱膜的原因可能是打底层材料与

基底的结合力差,应考虑选取黏结层提高膜-基之

间的结合力。ZnSe为第六族金属锌化物,其光谱

性能好,吸收系数和折射系数随温度变化小[7],并
且与本实验所用基底IRG206(成分为Se60As40)有
相同的组成元素Se。相同的原子之间可以形成非

极性共价键[8],其化学键能远远大于ZnS与基底

的结合力———范德瓦耳斯力,因此选用ZnSe材料

作为黏结层,ZnSe材料的折射率如图4所示。
在膜系设计中添加ZnSe材料为膜-基的黏结层

重新对膜系结构进行优化,优化后的膜系设计为

Sub/0.1637N/0.8402H/0.2632N/1.46H/0.091N/

图4 ZnSe折射率

Fig 
 

4 The
 

refractive
 

index
 

of
 

ZnSe

0.504L/0.6209M/Air,其中N为材料ZnSe。优化后

膜系的透过率曲线如图5(a)所示,平均透过率为

99.56%,中心波长为3000
 

nm。镀膜完成后目测膜

层表面完好,使用玻璃胶带纸进行附着力测试,发现

平面硫系玻璃陪镀片并未出现脱膜现象,而非球面

硫系玻璃出现脱膜现象,进一步观察发现为局部脱

膜,如图5(b)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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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设计曲线与附着力测试结果。(a)设计透过率曲线;(b)平面附着力测试后结果;(c)凹面附着力测试后结果

Fig 
 

5 Design
 

curve
 

and
 

adhesion
 

test
 

results 
 

 a 
 

Design
 

transmittance
 

curve 
 

 b 
 

test
 

result
 

of
 

flat
 

adhesion 
 c 

 

test
 

result
 

of
 

concave
 

adhesion

  经两次试验对比发现,脱膜现象得到缓解,由薄

膜全部脱落转化为局部脱落。同时,平面硫系玻璃

的附着力对比实验表明,平面基底可通过附着力测

试,这说明元件的脱膜与面型有关。对非球面硫系

玻璃膜层表面进行观察,发现中心位置脱膜现象严

重,而边缘位置脱膜现象较轻。中心位置相较于边

缘位置的弧度更大,这加剧了薄膜的应力作用。应

进一步优化镀膜工艺,减小应力的影响。

3 膜层应力模拟分析

薄膜通常需要在高温条件下使材料热蒸发沉积

到基板上,在制备过程中,过大的薄膜应力会影响薄

膜的质量,甚至会导致膜层破裂,薄膜的应力可以分

为由薄膜老化吸附等因素引起的附加应力σe、不同

材料热膨胀系数导致的热应力σth,以及一些杂质原

子导致的内应力σin,采用公式表达为[9]

σ=σth+σin+σe。 (1)
  本文主要研究由材料热膨胀系数产生的热应

力。硫系玻璃基底为非球面结构,使得薄膜成膜过

程中基片受热不均匀,且所制备薄膜和硫系玻璃基

底的热膨胀系数相差较大。当薄膜未受到温度影响

时,薄膜和基底没有发生形变;当基底的热膨胀系数

大于薄膜材料的热膨胀系数时,温度升高,则薄膜受

到压应力作用而发生翘曲;当基底的热膨胀系数小

于薄膜材料的热膨胀系数时,温度升高,则薄膜受到

拉应力作用而发生弯曲。薄膜的三种应力状态如

图6所示。
基于热传导方程和热弹性方程,利用有限元分

析法,使用COMSOL
 

Multiphysics软件来探讨薄

膜热应力变化,在能量守恒和Fourier传热定律的

基础上建立控制方程,即物体的瞬态温度场T(x,
y,z,t)需要满足以下方程[10]

图6 薄膜的应力状态示意图

Fig 
 

6 Schematic
 

of
 

film
 

stress
 

state

∂
∂xkx

∂T
∂x  +∂∂yky

∂T
∂y  +

∂
∂zkz

∂T
∂z  +pQ=ρct

∂T
∂t
, (2)

式中:c为材料比热容,单位为J/(kg·K);ρ为材料

密度,单位为kg/m3;Q(x,y,z,t)为材料内部的热

源强度,单位为 W/kg;kx、ky、kz 分别表示沿x、y、
z方向的热传导系数,单位为W/(m·K)。

设单元的节点位移阵列为

qe=(μ1v1w1,…,μnvnwn)T, (3)
此有限元分析列式与其他弹性问题列式相同,单元

中的力学参量表示节点位移的关系,即

μe=Nqe, (4)

εe=Bqe, (5)
σe=D(εe-ε0)=DBqe-Dε0=

Sqe-DαtΔT(1
 

1
 

1
 

0
 

0
 

0)T, (6)
式中:μe为单元内位移插值函数;εe 为热应变;ε0

为初始热应变;σe为热应力;Dαt为正应力弹性系数

矩阵;ΔT 为温差的分布;N 为形状函数矩阵;D 为

弹性系数矩阵;B 为几何函数矩阵;S 为应力矩阵。
这些矩阵和一般弹性问题相应的矩阵相同,不同的

地方在于(6)式中补充了对温度应变的影响[11]。由

于膜层厚度远远小于膜层与基底的热扩散长度,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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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可以忽略膜层内部温度分布的不均匀性,只考虑

材料内部的热传导,即材料模型的各个边界处于绝

热状态,设定物体在温度场内四周均匀受热,温度为

随时间变化的函数[12]。
热膨胀系数代表了恒压受热时单位温度变化引

起的物体体积变化[13],基底与膜层材料的热学参数

如表2所示。可以看出,硫系玻璃与材料间的热膨胀

系数差异很大,且大于薄膜的破损阈值,温度是影响

薄膜热应力的重要因素,拟采取改变温度条件的方法

来降低基底热应力,利用COMSOL
 

Multiphysics软件

来模拟多种条件下的薄膜热应力情况,确定基本工

艺,所需材料的力学与热学参数如表2所示。
表2 各材料的力学和热学参数

Table
 

2 Mechanical
 

and
 

thermal
 

parameters
 

of
 

materials

Material
Young’s

modulus
 

/GPa
Poisson
ratio

Coefficient
 

of
 

thermal
expansion

 

/(10-6
 

K-1)
Density

 

/
(g·cm-3)

Specific
 

heat
 

/
(J·g-1·K-1)

Ge 102 0.21 5.75 5.3 0.31
ZnS 74 0.29 7.85 3.98 0.584
ZnSe 67 0.28 7.3 5.42 0.339
YbF3 76 0.28 10.8 8.17 0.388
IRG206 184 0.3 21.3 4.63 0.24

  在进行COMSOL仿真前,可计算薄膜的最大

允许热应力值,判定薄膜可以承受的应力大小。
Irwin与Griffith提出的断裂力学能量方法在分析薄

膜热应力允许值时,是根据薄膜与基底在受热情况下

错配应变导致的脱层临界值进行计算,其公式为

G=
1-ν2f
2Ef

Ef

1-νf
(αs-αf)ΔT




 


 2hf=

(1-ν2f)Ef

2(1-νf)2
(αs-αf)2ΔT2hf, (7)

式中:G 为没有任何外载时的能量释放率;νf为薄膜

泊松比;Ef为薄膜杨氏模量;αs为基底热膨胀系数;
αf为薄膜热膨胀系数;hf为薄膜厚度;ΔT 为温度变

化量。
以上计算方法中,假设薄膜中各层按顺序加入,

且每一层的错配应力只依赖于基底,而与层形成的

顺序无关;假设沉积温度下薄膜-基底系统处于无应

力状态,薄膜和基底之间的错配应变引起的能量释

放率正好足以使薄膜脱层。
将νf=0.28,αs=21.3×10-6

 

K-1,ΔT=
150

 

℃,Ef=67
 

GPa,αf=7.3×10-6
 

K-1 与膜层厚

度代入(7)式,可知:50
 

nm
 

Ge层的最大允许热应力

σ=0.382
 

GPa是所有膜层中热应力允许值的最小

值,因此达到此值时膜层发生破裂。
根据上述材料参数进行COMSOL模拟仿真,

仿真时使用固体力学与固体传热进行耦合,固体力

学边界设定各材料均为线弹性材料,设置物体边缘

为自由边界,这意味着没有约束,也没有作用在边界

上的载荷。在基底上设置边界条件为刚体抑制运

动,以确保结构稳定性,刚性运动抑制节点添加了抑

制任何刚体模式所需的最少数量的约束。选择合适

的约束条件,以便在外部负载自平衡时不会产生反

作用力。
在固体传热模块,除默认的边界条件外,初始值

设定为镀膜结束的170
 

℃,增加热绝缘和温度条件,
设定除底面外,其余界面均与外界无换热关系,温度

设定为T0,且T0 为温度随时间变化的函数,以改

变T0条件为变量,对薄膜与基底进行瞬态计算

分析。
采用4种不同方式进行升温,并选取合适的方法

进行试验(最终镀膜温度均为170
 

℃)。这4种方式

分别为:1)梯度升温130
 

min,并恒温35
 

min,开始镀

膜;2)直接升温130
 

min,并恒温35
 

min,开始镀膜;
3)直接升温165

 

min,开始镀膜;4)直接升温130
 

min
至200

 

℃,恒温25
 

min后降温10
 

min,开始镀膜。
使用COMSOL

 

Multiphysics软件模拟4种方

法的基底热应力的变化情况,结果如图7所示。
从模拟结果可以发现,梯度温度法的基底产生

的热应力最小,更适用于薄膜的制备。对沉积完成

的薄膜进行降温处理,选取梯度温度法加4种不同

降温方式进行模拟仿真,选取热应力最小的方法组

合,以获得合适的薄膜制备条件。
采用4种方式对薄膜和基底分别进行降温,模

拟选取合适的方法进行试验(最终温度均为20
 

℃,
镀膜时间为320

 

min)。这4种方式分别为:1)镀膜

结束后,真空梯度退火;2)镀膜结束后,直接降温;
3)镀膜结束后,恒温20

 

min,开始降温;4)镀膜结束

后,开始降温,温度到100
 

℃恒温40
 

min,继续

降温。
使用COMSOL

 

Multiphysics软件模拟4种方

法的基底热应力变化情况,结果如图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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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不同升温方式下基底的热应力仿真结果。(a)梯度升温130
 

min,并恒温35
 

min;(b)直接升温130
 

min,并恒温35
 

min;
(c)直接升温165

 

min;(d)直接升温130
 

min至200
 

℃,恒温25
 

min后降温10
 

min
Fig 

 

7The
 

simulation
 

results
 

of
 

thermal
 

stress
 

on
 

the
 

substrate
 

under
 

different
 

heating
 

modes 
 

 a 
 

Gradient
 

heating
 

for
 

130
 

min 
 

and
 

constant
 

temperature
 

for
 

35
 

min 
 

 b 
 

direct
 

heating
 

for
 

130
 

min
 

and
 

constant
 

temperature
 

for
 

35
 

min 
 

 c 
 

direct
 

heating
 

for
 

165
 

min 
 

 d 
 

direct
 

heating
 

for
 

130
 

min
 

to
 

200
 

℃ 
 

constant
 

temperature
 

for
 

25
 

min 
 

and
 

start
                   

 

to
 

cool
 

for
 

10
 

min

图8 不同降温方式下基底的热应力仿真结果。(a)真空梯度退火;(b)直接降温;(c)恒温20
 

min,开始降温;
(d)镀膜结束后,开始降温,温度到100

 

℃恒温40
 

min,继续降温

Fig 
 

8The
 

simulation
 

results
 

of
 

thermal
 

stress
 

on
 

the
 

substrate
 

under
 

different
 

cooling
 

modes 
 

 a 
 

Vacuum
 

gradient
 

annealing 
 

 b 
 

direct
 

cooling 
 

 c 
 

constant
 

temperature
 

for
 

20
 

min 
 

start
 

to
 

cool
 

down 
 

 d 
 

after
 

the
 

coating
 

is
   

 

finished 
 

start
 

to
 

cool
 

down 
 

keep
 

the
 

temperature
 

at
 

100
 

℃
 

for
 

40
 

min 
 

and
 

continue
 

to
 

cool
 

down

  从图8的基底仿真结果发现,使用梯度升温与真

空梯度退火,可以明显减小基底热应力,但薄膜的蒸

镀过程对热应力具有重要影响,利用COMSOL软件

对薄膜进行模拟仿真,结果如图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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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不同降温方式下薄膜的热应力仿真结果。(a)真空梯度退火;(b)直接降温;(c)恒温20
 

min,开始降温;
(d)镀膜结束后,开始降温,温度到100

 

℃恒温40
 

min,继续降温

Fig 
 

9The
 

simulation
 

results
 

of
 

thermal
 

stress
 

on
 

the
 

thin
 

film
 

under
 

different
 

cooling
 

modes 
 

 a 
 

Vacuum
 

gradient
 

annealing 
 

 b 
 

direct
 

cooling 
 

 c 
 

constant
 

temperature
 

for
 

20
 

min 
 

start
 

to
 

cool
 

down 
 

 d 
 

after
 

the
 

coating
 

is
  

 

finished 
 

start
 

to
 

cool
 

down 
 

keep
 

the
 

temperature
 

at
 

100
 

℃
 

for
 

40
 

min 
 

and
 

continue
 

to
 

cool
 

down

  由于基片与薄膜的尺寸相差太大,从整体图中无

法清晰地看到薄膜的应力变化情况,故分别选择元件

左边缘、元件中心、元件右边缘的断面应力变化作为

图示,以显示薄膜的热应力变化。图9的色度条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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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计算的薄膜热应力值,其变化趋势与基底的仿真

结果相同,中间热应力较大,而边缘热应力较小。
通过模拟仿真得出,上述的温度梯度法和真空

退火法均可以降低基底热应力,真空梯度退火在降

低薄膜热应力的同时还能够消除薄膜中的缺陷与微

孔,并且可以排除薄膜中吸附的水,从而进一步使薄

膜热应力降低,提高膜层质量[14]。优化工艺并完成

镀膜后,样片如图10所示,工艺温度随时间变化的

曲线如图11所示(仿真选取的面均为凹面,模拟凸

面时结论相同)。

图10 样片实物图。(a)凹面结果;(b)凸面结果

Fig 
 

10 Sample
 

physical
 

map 
 

 a 
 

Concave
 

result 
 

 b 
 

convex
 

result

图11 薄膜工艺温度随时间变化的曲线

Fig 
 

11 Temperature
 

of
 

thin
 

film
 

changed
 

with
 

time

4 测试结果与分析

4.1 光谱透过率测试

采用 Varian
 

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测试

3.7~4.8
 

μm薄膜的平面陪镀片光谱透过率曲线,
结果如图12所示。

图12 增透膜设计与测试曲线对比

Fig 
 

12 Comparison
 

of
 

anti-reflection
 

coating
 

design
and

 

test
 

curves
 

由图12可知,制备的增透膜在3.7~4.8
 

μm

波段的平均透过率为99.12%,与设计曲线的误差

仅为0.4%,所制备薄膜完全满足红外探测系统的

应用需求。
4.2 薄膜环境测试

针对薄膜的环境适应性,根据 MIL-C-48497A
标准中的膜层质量和膜层牢固度标准进行测试。
1)

 

附着力试验

使用玻璃胶带纸(12.7
 

mm宽度,型号为L-T-
90

 

I类),将胶带纸粘贴在薄膜表面,然后迅速垂直

撕下玻璃胶带纸,目视检查(检查标准见条款

3.4.1.1),发现并无脱膜现象,判定该样片通过了薄

膜附着力测试,然后对该样片进行湿度试验。
2)

 

湿度试验

将镀膜样片放于(60±4)
 

℃,相对湿度为

95%~100%的可控试验箱中至少24
 

h,试验后,依
条款3.3.1和3.3.3进行检验。经检验,膜层无龟

裂、脱膜、起皮、起泡等缺陷;膜层光谱性能未受影

响,无相关技术文件中规定的污点、褪色、蚀点、闷光

和条纹等污染,对通过湿度试验后的镀膜样片进行

中度磨损试验。
3)

 

中度磨损试验

用粗棉布在镀膜表面沿直线以每分钟划50次的

方法进行试验,摩擦过程中的压力保持在5
 

N以上,
并且沿膜层表面的方向,摩擦头需要用棉布包裹,棉
布和摩擦头之间加弹性垫片,以保护机轴不被损伤,
磨损后的镀膜样片依条款3.4.1.3检验,发现膜层表

面无擦痕等损伤迹象,判定样品通过中度磨损试验。
4)

 

可溶性和清洗性试验

室温下(16~32
 

℃)将镀膜样片按顺序浸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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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氯乙烯、酒精、丙酮溶液中。每种溶液的浸泡时间

最短10
 

min。将镀膜样片从溶液中取出后,应该让

表面溶液自然挥发,不允许擦干或借助其他外力干

燥。样片最后从酒精中取出并使表面溶液充分挥发

后,用蘸酒精的厚棉布将薄膜表面的污迹擦拭干净,
然后依条款3.4.2.2,3.3.1,3.3.3和3.5进行检

验。膜层表面无脱膜和擦痕;膜层无脱膜、起皮、起
泡、裂纹等缺陷;镀膜表面对膜层光谱性能无影响,
无相关技术文件中规定的污点、褪色、蚀点、闷光和

条纹等污染,判定样片通过了可溶性和清洗性检验。
经过上述一系列薄膜质量与牢固度测试后,重

新测试其光谱性能,发现光谱性能未发生改变,所制

备的非球面硫系玻璃基底增透膜具有高透过率和良

好的环境适应性。

5 结  论

选择Ge、ZnS、YbF3 三种材料进行膜系设计,
研究基底与膜料的物料特性,增加ZnSe材料作为

黏结 层,提 高 膜-基 结 合 性,并 通 过 COMSOL
 

Multiphysics软件模拟不同温度场基底与薄膜的热

应力变化,使用温度梯度烘烤法与真空原位退火法,
减小镀膜时产生的热应力,最终制备的薄膜陪镀片

在3.7~4.8
 

μm波段的平均透过率为99.12%,并
能够通过MIL-C-48497A中的附着力、湿度、中度磨

损、可溶性和清洗性测试。该工艺解决了非球面硫

系玻璃基底易脱膜的问题,可以广泛用于含硒和砷

的非球面硫系玻璃镀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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