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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密度对选区激光熔化成型316L 不锈钢薄板

拉伸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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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 用 选 区 激 光 熔 化 (SLM)技 术 ，在 不 同 的 激 光 能 量 密 度 条 件 下 制 备 了  316L不 锈 钢 薄 片 ，对 比 研 究 了 试 样  

的 拉 伸 性 能 和 拉 伸 过 程 中 微 观 组 织 的 变 化 规 律 ；分 析 了 能 量 密 度 对 试 样 拉 伸 性 能 的 内 在 影 响 机 制 ，阐 明 了 能 量 密 度 区  

间 的 选 择 依 据 。结 果 表 明 ，在 合 理 的 激 光 能 量 密 度 范 围 内 ，SLM成 型 试 样 的 综 合 拉 伸 性 能 最 佳 ；在 区 间 外 ，随着能量密  

度 增 加 ，拉 伸 强 度 逐 渐 提 高 、伸 长 率 逐 渐 降 低 。在 拉 伸 过 程 中 ，断 口 附 近 的 SLM组 织 逐 渐 演 变 为 与 拉 伸 方 向 近 似 平 行 的  

纤 维 状 组 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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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Energy Density on Tensile Properties of 316L Stainless Steel 
Sheet Formed by Selective Laser Mel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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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316L stainless steel sheets were prepared by selective laser melting (SLM) technique under different laser 

energy densities. The tensile properties and microstructure of the samples were compared and studied. The internal 
influence mechanism of the energy density on the tensile properties of the sample was analyzed, and the basis of selecting 

the energy density interval was clarifi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mposite tensile properties o f SLM molded samples are 
the best in the reasonable range of laser energy density. Outside the interval, the tensile strength increases and the 

elongation de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energy density. During the tensile process, the SLM structure near the fracture 
gradually evolves into a fibrous structure approximately parallel to the tensile direction.
K eyw ords： selective laser melting (SLM) forming; 316L stainless steel; laser density; tensile properties; microstructure 

evolution

增材制造是近些年发展起来的新兴快速成型 

技术，通常也称为3D 打印。与传统的车、铣、刨、磨 

等“减材制造”技术相比，增材制造是通过将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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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未或丝材逐层叠加成三维实体而实现零件成型的 
技术n' 具有生产工序简单制造周期短和可加工复 

杂结构零件等优点。目前，增材制造已在航空航天、 

汽车和生物医药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M j D 打印技 

术有很多类型，最常见的主要有激光选区熔化（Se

lective Laser Melting, 简称 SLM) 和 电子束 选区溶 

化，其中前者的应用最为广泛[7_9]。

利用S L M技术制备金属零件时，常见的缺陷主 

要包括致密度低、孔洞、夹杂、未熔合、表面粗糙度大 

和球化以及组织与性能的各向异性等[1〜'影响因素 

主要包括粉末材质特性与均匀程度、铺粉厚度、激光 

功率、激光扫描速率和扫描方式等[1〜171。经过广大研 

究工作者的努力，目前各个生产厂家和实验室都探 

索出符合自己实际情况的较为成熟的3D 打印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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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但是，现有工作还未能做到精细化，如打印时激 

光功率控制通常选择在较大的范围内（±50 W )，这 

与激光发生器的输出功率可实现精确控制的目的 

相偏离。针对这一问题，本文在已有的较为成熟的 

S L M工艺参数基础上，研究激光能量密度对选区激 

光熔化成型316L 不锈钢板材拉伸性能的影响，寻 

求最佳的能量密度范围，为工程应用提供借鉴和技 

术支持。

1 实验方法

S L M成型过程在高纯氩气（99.99%)的保护下 

进行。基板材质为45#钢，表面用1 200#的砂纸打 

磨，并用无水乙醇清洗；每次铺粉层的厚度为 

0.025 m m 〇

S L M成型试样(20 m m x 2.2 mmx 2.1 m m )的拉伸

测试在力学性能试验机（岛津A G -100N X )上进行。 

测试后试样的断口形貌和塑性变形区域的微观组织 

利用JSM-6700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

2 结果与分析

1 . 1试验材料及设备

打印材料为商用316L 不锈钢粉末，约80%粉 

末形状近似球形。粉末平均粒度约22 p m，松装密度 

4.2xl03 kg/m 3。

采用可连续式工作的EOS-M 290金属3D 打印 

机进行S L M成型，设备额定功率为400 W ，波长 

1 064 n m，激光束光斑直径为960 n m、定位精度 

0.01 m m ,最大扫描速率为7 000 m m /s,铺粉层的厚 

度范围为20〜100 p m ,工作台平面尺寸为250 mmx 

250 m m 〇

对于激光选区熔化成型，激光能量密度£¥与激 

光扫描速率F 和激光功率P 之间的对应关系见式 

(1)〇

图 1(a)和（b)分别为线切割的打印态316L 不 

锈钢薄片拉伸试样和拉伸测试后已断裂试样的外形 

图。对比两图可看出，在拉伸测试后打印态试样中部 

出现明显颈缩，表明试样在拉伸过程中发生了显著 

的塑性变形。

图 1 拉伸试样断裂前后 

Fig.l Tensile specimens before and after fracture

式中，激光能量密度£v是指单位体积金属粉体接受 

到的能量，J/m m 3;S为扫描间距，m m ; r为铺粉厚 

度。可以看出，激光能量密度随扫描速率加快而正 

比例减小、随激光功率的增大而线性增加。

1.2 S L M 成型及性能测试

结合3D 打印设备的特点和性能，确保不锈钢 

粉末均可完全熔化，确定出激光功率P 在135〜255 W  

之间取值、间隔为30 W , 扫描间距S 设为定值 

0.1 m m ,铺粉厚度T 为0.025 m m 。试验分5个组别 

进行，激光功率和扫描速度与能量密度间的对应关 

系可由式（1)计算得到，结果见表1。

表 1 激光扫描功率和扫描速率及其对应能量密度的关系表 

Tab. 1 Correlation of laser energy, scanning velocity and
energy density

组別
激光扫描功率 

AV
激光扫描速度 

/mm • s'1
能量密度 

/J • mm.3
A 135 1 083 49.8
B 165 1 083 60.9
C 195 1 083 72.0
D 225 1 083 83.1
E 255 1 083 94.2

图2 为A〜E 五组试样的拉伸曲线。对比图中 

各个曲线可以看出，每组试样的应力-应变曲线变化 

趋势基本一致，都存在典型的弹性变形、塑性变形和 

断裂等过程。随着激光能量密度升高，试样的拉伸强 

度有逐渐提高，而应变值，即伸长率逐渐下降的趋 

势;但是,五组试样的拉伸强度并不随激光能量密度 

的增大而均匀变化。表2 给出了各组试样的拉伸强 

度和伸长率。

Fig.2 True stress-strain tensile curve

结合图2 和表2,可看出能量密度由49.8 J/m m 3 

升高至 60.9 J/m m 3 或由 83.1 J/m m 3 升高至 94.2 J/m m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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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试样的拉伸强度和伸长率 

Tab.2 The tensile strength and strain rate of the specimen
组别 能量密度 / h m m •3 拉伸强度/ M P a 应变率 （ ％ )
A 49.8 694.7 41.3

B 60.9 704.2 39.0

C 72.0 703.2 38.0

D 83.1 709.0 39.0

E 94.2 716.2 36.3

时，虽然拉伸强度有所提高，但伸长率也出现下降； 

而能量密度为60.9〜83.1 J/m m 3时，拉伸强度和伸 

长率均无明显变化，综合力学性能最佳，非常接近 

铸态316L 不锈钢的拉伸强度間。上述变化趋势不仅 

说明激光能量密度可以显著影响选区激光成型金 

属零件的拉伸性能，而且还说明能量密度设定在某 

一区间内时成型试样的综合拉伸性能最佳。

当合金成分一定时，金属材料的力学性能主要 

由微观组织决定，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分析选区激光 

成型316L 不锈钢薄片的内部组织。图3 为激光选 

区成型试样微观组织的低倍S E M像。从图3(a)中 

可看出，试样中的不锈钢粉末完全融合，形成比较 

致密的组织，且存在明显的弧状熔合线，这是典型 

的选区激光打印态组织【|5|8】。进一步观察试样组织 

还发现，宏观打印态组织由珠光体微观团簇组 

成，团簇内的片层珠光体的平行排列且间距小于 

1 ixm，但各个团簇之间的珠光体排列的方向随机分 

布，如图3(b)中的白色虚线所示。在选区激光成型过 

程中，不锈钢粉末在很短的时间内熔化，熔融的不

锈钢粉末与周围的粉末之间迅速发生冶金反应并形 

成熔池；随后，激光斑点迅速移动到下一位置。此时 

熔池内没有热量继续补充，而且周围都是导热性能 

良好的金属粉末，因此在该熔池周围形成很大的温 

度梯度，快速冷却凝固后形成间距细小的片层状组 

织。同时，由于熔融粉末与周围未熔化的粉末不能均 

匀接触，因而在某一粉末的不同部位处的温度梯度 

也不同，而且这些部位的散热方向也各不相同，导致 

各个微观团簇内或微观团族内部的珠光体排列方向 

各不相同。在上述原因共同作用下，形成片层间距极 

小、方向任意排列的微观组织。

如同其它材料成型方法一样，选区激光熔化成 

型试样也可能存在缺陷，其中最典型的是空洞。图4 

是在选区激光熔化成型的316L 不锈钢薄片中发现 

的内部孔隙。在激光束扫描金属粉末过程中，金属粉 

末吸收能量后迅速熔化，熔化后的金属不仅形成较 

大的温度梯度，还会在熔融粉末和未熔化的粉末之 

间形成较大的表面张力。由于熔融的粉末和周围未 

熔化粉末之间的接触并不均匀一致，因此熔融不锈 

钢粉与周围各个粉末之间的流动性和润湿性及铺展 

性存在较大差异，最终在润湿性较差的位置形成空 

洞。随着激光能量升高，空洞率有减少的趋势。

为表征激光能量密度对选区激光熔化成型 

316L 不锈钢的拉伸性能的影响，选择表2 中拉伸强 

度与相邻组差别最小的C 组和伸长率较低的E 组 

中的试样进行对比观察。图5 和6分别是两组试样

(a)低 倍 SEM (b)图(a)中 虚 线 框 的 放 大 像

图 3 激光选区制备试样的微观组织 

Fig.3 Microstructure of SLM formed samples

(a)低倍 SEM (b)图(a)中 虚 线 框 的 局 部 放 大 像

图 4 选区激光熔化成型的 316L不锈钢薄片中的内部孔隙 

Fig.4 Inner pores in 3 16L stainless steel sheet formed by S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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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伸后的断口纵向截面形貌及微观组织。

从图5 和图6 中可看出，两组试样拉伸断裂 

后，靠近断口区域的微观组织已转变为接近纤维状 

的组织，而远离断口区域的组织存在明显的滑移 

带，说明断口附近的组织在拉伸过程中经历了充分 

的塑性变形。进一步对比图3、图5 和图6 还可发 

现，打印态试样中典型的弧状熔合线及其周围任意 

排列的组织在拉伸断口附近已完全演变为近似于 

沿拉伸方向排列的纤维状组织，而在稍微远离断口 

区域存在大量的滑移带，说明选区激光熔化成型 

316L 试样的塑性变形能力较强。

为了分析选区激光熔化316L 不诱钢试样的 

断裂机制，取 C 组拉伸后试样的断口进行观察，如 

图7 所示。结合图5(a)、图6(a)和图7(a)可看出， 

打印态316L 试样的断裂属典型的塑性断裂，在宏 

观断口上存在明显的剪切唇和裂纹扩展区，且断口 

的微观区域存在明显的靭窝。在塑性变形过程中，试 

样内部出现了明显的显微空洞，经过长大、逐渐聚集 

成为相互连接的区域，最终导致试样断裂[|51。

由上述分析可见，选区激光熔化成型的316L 

不锈钢薄板在拉伸测试过程中存在明显的塑性变形 

行为，打印态组织在拉伸过程中经过充分滑移，最终

(a>断 口 纵 向 截 面 形 貌  （b)远 离 断 口 区 域 的 SEM (c)靠 近 断 口 区 域 的 SEM

图 5 C 组中试样拉伸断口侧面的截面形貌及微观组织 

Fig.5 SEM images of cross section and microstructure of tensile sample

(a)断 口 纵 向 截 面 形 貌  （b)远 离 断 口 区 域 的 SEM (c)靠 近 断 口 区 域 的 SEM

图 6 E 组中试样拉伸断口侧面的截面形貌及微观组织 

Fig.6 SEM images of cross section and microstructure of tensile sample in E group

(a)断 口 的 整 体 像  （b)图(a)中 左 上 角 的 放 大 图  （c )局 部 放 大 图

图 7 C 组试样拉伸断面形貌的 SEM像 

Fig.7 SEM images of tensile sample in E group

导致弧状熔合线及其周围任意排列的微观组织逐渐 

向沿平行于拉伸方向的纤维状演变，试样具有良好 

的拉伸性能。在选区激光熔化成型316L 合金时，激 

光能量密度应设定在合理的区间范围内；否则，容易 

导致试样的综合力学性能下降。

3 结论

(l)S L M成型316L 不锈钢粉末时，能量密度存 

在一定的合理区间。在该区间内时，S L M试样的综 

合力学性能最佳；在合理区间范围外，随着能量密度



•588. FOUNDRY TECHNOLOGY
Vol.42 No.07

Jul. 2021

升高，S L M试样的应变率有下降的趋势。

(2)SLM成型的316L 不锈钢试样拉伸过程中，

塑性变形区附近打印态任意方向排列的微观组织经

充分滑移后逐渐演变为接近于沿拉伸方向排列的纤

维状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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