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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含Ｍｏ元素的代表性涂层入手ꎬ综述了二元、三元再到多元含Ｍｏ系列 ＰＶＤ涂层的研究现

状和进展ꎬ探究了不同元素添加、不同制备参数等对涂层微观结构、力学性能和摩擦学性能等的影

响ꎮ 在涂层组分从二元发展到多元的过程中ꎬ改变掺杂元素种类、含量ꎬ制备参数会引起涂层微观结

构的变化进而提升涂层力学性能和摩擦学性能ꎮ 涂层性能的改善ꎬ有利于增强对机械设备中关键传

动零部件的保护ꎬ延长机械设备使用寿命ꎬ对军工及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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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当今社会ꎬ摩擦磨损[１]一直是各类机械设备关键传动

零部件产生失效的主要原因ꎮ 另外ꎬ部署在海防前线的舰

载直升机和先进舰船等设备长期处于高温、高湿、高盐度环

境中ꎬ同时也面临海水腐蚀[２]的威胁ꎮ 针对海洋环境中零

部件的摩擦防护ꎬ近年来已进行了大量研究[３－６]ꎮ Ｍｏ作为

一种耐高温、耐腐蚀、耐磨损并且强度较高的金属已经在工

业领域得到关注度很高应用[７]ꎬ但是ꎬＭｏ在高温工作环境

下易发生氧化[８]ꎮ 探究能够改良含 Ｍｏ涂层特性的制备工

艺[９]已成为一个关注度很高的研究课题ꎮ 二元含 Ｍｏ合金

涂层[９]Ｍｏ－Ｃ涂层独特的六方结构能够明显提高涂层的耐

磨性[１０－１１]ꎮ 改变 Ｎ含量ꎬ可细化 Ｍｏ－Ｎ 涂层的晶粒ꎬ提高

硬度到３２.５ ＧＰａꎬ降低摩擦因数[１２]ꎮ 同样具有致密微观结

构的Ｍｏ－Ｓｉ涂层ꎬ显微硬度可达到 １１００~ １３５０ ＨＶ[１３]ꎬ但是

抗氧化性差ꎮ 为改善 Ｍｏ－Ｓｉ 涂层的抗氧化性ꎬ ＹＡＯ[１４]等

人掺杂 Ａｌ元素制备获得 Ｍｏ－Ｓｉ－Ａｌ 涂层ꎬ相较于 Ｍｏ－Ｓｉ 涂
层ꎬ改善抗氧化性和力学性能ꎮ 另外ꎬＭｏ－Ｓｉ－Ｎ涂层抗氧化

性相较于 ＭｏＳｉ２涂层也明显提升[１５]ꎮ 在 Ｃｒ－Ｎ基涂层[１６]的

基础上ꎬ针对三元 Ｃｒ－Ｘ－Ｎ涂层的研究发现ꎬ三元涂层通常

形成阳离子固溶体或阴离子固溶体[１７]ꎬ从而具有优异的摩

擦学特性ꎮ 优化制备工艺ꎬ可制备获得 Ｔｉ－Ａｌ－Ｍｏ－Ｎ、Ｃｒ－
Ｍｏ－Ｓｉ－Ｎ、Ｃｒ－Ｍｏ－Ｓｉ－Ｃ－Ｎ 等多元涂层[１８－２０]ꎮ 随着元素含

量的增加ꎬ晶粒尺寸变小[２１]ꎬ另外 Ｓｉ 元素的掺杂ꎬ以及 Ｓｉ
和 Ｃ元素的同时添加会影响微观粒子的成长ꎬ改善涂层的

各项性能ꎮ 在对 Ｃｒ－Ｍｏ－Ｓｉ－Ｃ－Ｎ 涂层的研究中发现ꎬ涂层

独特的纳米复合微观结构可以显著地提高涂层的硬度[２２]ꎮ
ＨＯＮＧ[２３]等人发现 Ｃｒ－Ｍｏ－１６.９ ａｔ.％ Ｓｉ－Ｎ 涂层在负载为

１ Ｎꎬ滑动速度为 ０.１５７ｍ/ ｓꎬ在潮湿环境中与钢球对磨时摩

擦化学反应生成 ＳｉＯ２和 Ｓｉ(ＯＨ) ４润滑层ꎬ摩擦因数从 ０.４９
降低到 ０.３ꎮ 由此可见ꎬ研究制备多元新型涂层替代传统涂

层ꎬ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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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二元 Ｍｏ－Ｃ、 Ｍｏ－Ｎ 涂层结构及
其摩擦学特性

１.１　 Ｍｏ－Ｃ、Ｍｏ－Ｎ 涂层结构及力学性能

ＤＩＮＥＳＨ[２４]等人使用直流磁控溅射技术ꎬ利用活性

ＣＨ４气体在 ３１６Ｌ基板上可以获得具有纳米晶立方结构和

优异力学性能的 Ｍｏ－Ｃ 涂层ꎮ Ｍｏ－Ｎ 涂层由于稳定的力

学性能ꎬ也一直是研究的热点[２５] ꎮ ＫＡＺＭＡＮＬＩ[２６]等人对

Ｍｏ－Ｎ涂层的研究表明ꎬ在较低的氮气压力和较高的基底

偏压下ꎬ立方 γ－Ｍｏ２Ｎ 是涂层的主要相ꎬ而较低的基底温

度则可促进 δ－ＭｏＮ相的形成ꎻ调节制备参数ꎬ可改变涂层

γ－Ｍｏ２ Ｎ 和 δ －ＭｏＮ 相的比例ꎬ可以实现硬度从 ３ ３７２
ｋｇ / ｍｍ２提高为 ５ ０８５ ｋｇ / ｍｍ２ꎮ ＢＯＵＡＯＵＩＮＡ[２７] 等人研究

中发现ꎬＮ 含量增加ꎬ会使涂层呈现多晶结构而且对

(１１１)晶面有优选的倾向ꎮ 如图 １ 所示ꎬ当 Ｎ / Ｍｏ ＝ １.１
时ꎬ涂层生成较小的微晶ꎬ进而改变涂层力学性能ꎮ 由图

２可知ꎬ面心立方 (ｆｃｃ) γ－Ｍｏ２Ｎ相是在 ２０ ％ ~４０ ％氮的

浓度范围内唯一相ꎬ在 ５０ ％氮浓度下观察到压应力和力

学性能(硬度和弹性模量)的变化与涂层从 γ－Ｍｏ２Ｎ 到

δ－ＭｏＮ和Ｂ１－ＭｏＮ的结构变化有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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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作为 Ｎ / Ｍｏ 原子比函数的涂层

硬度和弹性模量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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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不同氮气浓度下涂层 ＸＲＤ 图谱

１.２　 Ｍｏ－Ｃ、Ｍｏ－Ｎ 涂层摩擦学性能

Ｍｏ－Ｃ涂层与 １００Ｃｒ６ 钢小球在负载为 １ Ｎꎬ滑动速度

为 １.０４ ｃｍ / ｓ条件下对磨后检测到了包含 Ｍｏ－Ｏ、α－Ｃ 和

Ｍｏ－Ｃ相滑膜的形成ꎮ 润滑膜降低了摩擦和磨损ꎬ改善了

湿润大气条件下摩擦学性能ꎮ 由图 ３可知ꎬ在潮湿大气条

件下涂层摩擦因数可以降低至 ０.１６ꎬ并且具有更高的耐磨

损率(１.４２ ×１０－９ ｍｍ３ / Ｎｍ) [２４]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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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潮湿－大气和高真空条件下

Ｍｏ－Ｃ 涂层的摩擦因数曲线

ＧＩＬＥＷＩＣＺ[２８]等人利用磁控溅射方法制备 Ｍｏ－Ｎ 涂

层ꎬ在载荷为 ２０ Ｎꎬ滑动速度为 ０. ２ ｍ / ｓꎬ滑动距离为

１ ５００ｍ条件下测试 Ｍｏ－Ｎ 涂层的磨损率[２９] ꎮ 由图 ４ 可

知ꎬ在氮气压力为 １.８ Ｐａ和 １００℃下获得的 Ｍｏ－Ｎ涂层具

有最佳的耐磨性ꎬ磨损率在 １×１０－７ ｍｍ３ Ｎ－１ ｍ－１ ~ ５×１０－７

ｍｍ３ Ｎ－１ ｍ－１的范围内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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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不同基板偏置电压和氮气压力

Ｍｏ－Ｎ 涂层的磨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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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三元 Ｍｏ－Ｓｉ－Ａｌ、Ｍｏ－Ｓｉ－Ｎ、Ｃｒ－
Ｍｏ－Ｎ 涂层结构及其摩擦学特性

２.１　 三元 Ｍｏ－Ｓｉ－Ａｌ、Ｍｏ－Ｓｉ－Ｎ、Ｃｒ－Ｍｏ－
Ｎ 涂层结构及力学性能

　 　 继续掺杂元素ꎬ例如 Ａｌ、Ｎ 掺杂对 ＭｏＳｉ２性能的影响

已成为广泛研究的课题[３０－３５] ꎮ 由于 ＭｏＳｉ２中化学键特点ꎬ
ＭｏＳｉ２虽然具有优异的抗氧化性[３６] ꎬ但是在低温下缺乏延

展性[３７] ꎬ材料是脆性的ꎮ 添加 Ａｌ时ꎬＭｏＳｉ２晶格中的 Ｓｉ被
Ａｌ取代ꎬ增加了金属键合的程度ꎬ提升了材料的可塑性ꎮ
ＢＬＩＮＫＯＶ[３８]等人使用电弧物理气相沉积工艺制备获得具

有均匀分布等轴晶粒的 Ｍｏ－Ｓｉ－Ａｌ 涂层ꎮ 研究发现ꎬ由
ＭｏＳｉ２和 Ｍｏ组成的 Ｍｏ－Ｓｉ－Ａｌ涂层的硬度为 １８ ＧＰａꎬ临界

载荷可以达到 ６３ Ｎꎮ ＨＩＲＶＯＮＥＮ[１５]等人制备了不同 Ｎ含

量的 Ｍｏ－Ｓｉ－Ｎ涂层ꎬ发现结晶温度随着氮浓度的增加而

增加ꎬ在 ５０ ａｔ.％ Ｎ的浓度下ꎬ１ ０００℃也不发生结晶ꎬ结晶

温度与 Ｓｉ－Ｎ相互作用和与 Ｎ 键合的 Ｓｉ 量有关ꎮ 由于无

定形的结构和 Ｓｉ－Ｎ相互作用ꎬＭｏ－Ｓｉ－Ｎ 涂层的抗氧化性

优于纯 ＭｏＳｉ２涂层ꎮ Ｍｏ－Ｓｉ－５０ ａｔ.％ Ｎ涂层的弹性模量为

２５７ ＧＰａꎬ８００℃退火后模量仍为 ２７３ ＧＰａ[３９] ꎮ 在 Ｃｒ－Ｎ 涂

层[１６]研究的基础上ꎬ齐东丽[４０]等人采用直流溅射技术制

备不同 Ｍｏ含量的 Ｃｒ－Ｍｏ－Ｎ涂层ꎮ 随着 Ｍｏ含量的增加ꎬ
涂层的相结构由以( ｆｃｃ)Ｃｒ－Ｎ 相为基础的(ＣｒꎬＭｏ)Ｎ 置

换固溶体变化为以(ｆｃｃ)γ－Ｍｏ２Ｎ相为主的混合相ꎬ特别是

当 Ｍｏ含量为 ６９.３ ａｔ.％时ꎬ伴有少量的 ｂｃｃ－Ｍｏ 相生成ꎮ
如表 １所示ꎬ涂层硬度与 Ｍｏ含量表现为“抛物线”式的关

系ꎬ当 Ｍｏ含量在 ４５.４ ａｔ.％时ꎬ涂层的显微硬度达到最大

值 ２ ７１４ＨＶꎮ

表 １　 Ｍｏ 含量变化对 Ｃｒ－Ｍｏ－Ｎ 涂层性能的影响

样品
序号

元素成分 / ％

Ｃｒ Ｍｏ
厚度 /
μｍ

沉积率 /
(ｎｍｓ－１)

晶粒尺寸 /
ｎｍ

硬度 /
ＨＶ

１ １００.０ ０.０ １.５８ ０.４４ １９.０ １ ８０２

２ ７９.６ ２０.４ １.６６ ０.２３ １６.３ １ ９１０

３ ６８.７ ３１.３ １.７０ ０.２４ １５.２ １ ９９３

４ ６１.６ ４５.４ １.８０ ０.２５ １２.５ ２ ７１４

５ ４５.８ ５４.２ １.５７ ０.２２ １４.５ ２ ２３５

６ ３０.７ ６９.３ １.５２ ０.２０ １８.０ ２ ２０６

　 　 ＫＩＭ[４１]等人使用电弧离子镀(ＡＩＰ)将三元 Ｃｒ－Ｍｏ－Ｎ
涂层沉积到钢基板上ꎬ涂层在 ２１ ａｔ.％ Ｍｏ下的硬度值增加

约为 ３ＧＰａꎬ而纯 Ｃｒ－Ｎ 的硬度值为 １８ＧＰａꎬ证明一定含量

Ｍｏ的掺杂会有效改善涂层的力学性能[４２]ꎮ 总之ꎬＭｏ元素

掺杂引起的固溶作用对涂层力学性能产生明显改善[４３]ꎮ

２.２　 三元 Ｍｏ－Ｓｉ－Ａｌ、Ｍｏ－Ｓｉ－Ｎ、Ｃｒ－Ｍｏ－
Ｎ 涂层摩擦学性能

　 　 对于不同温度下摩擦行为的研究发现ꎬ在 ２０℃时

Ｍｏ－Ｓｉ－Ａｌ 涂层的摩擦因数为 ０.６７ ~ ０.６９ꎬ在 ５５０℃时为

０.５２~０.５６ꎮ 与 Ｍｏ－Ｓｉ－Ａｌ－Ｎ涂层相比ꎬＭｏ－Ｓｉ－Ａｌ－Ｎ涂层

表现出更优异的力学性能(硬度为 ４１ ＧＰａ)ꎬ其耐磨性在

２０℃和 ５５０℃时也分别高出 Ｍｏ－Ｓｉ－Ａｌ涂层 ３个和 ２个数

量级[３８] ꎮ ＨＥＯ 等人[３３]通过磁控溅射与电弧离子镀结合

的方式制备了不同 Ｓｉ含量的 Ｍｏ－Ｓｉ－Ｎ 涂层ꎮ 研究发现ꎬ
由于涂层中的无定形 Ｓｉ３ Ｎ４可与 Ｈ２ Ｏ 发生摩擦化学反

应[３８] ꎬ生成 ＳｉＯ２或 Ｓｉ(ＯＨ) ４自润滑层[４４] ꎬＭｏ－１５ ａｔ.％Ｓｉ－
Ｎ涂层的平均摩擦因数可以从 ０.６５(Ｍｏ２Ｎ 涂层)下降到

０.４ꎮ Ｓｉ含量的增加ꎬ有助于自润滑层的形成ꎬ降低摩擦因

数ꎮ 齐东丽[４０]等人的研究发现ꎬ当 Ｍｏ 含量> ４５. ４ ａｔ.％
时ꎬ涂层的硬度、摩擦因数、磨损率同时达到协调的机制ꎬ
不仅硬度、摩擦因数开始降低ꎬ磨损率也开始升高ꎮ

结合 Ｃｒ－Ｍｏ－Ｎ 涂层与钢球对磨时的摩擦因数(图
５) [４１]与磨痕的 ＥＤＳ分析可知ꎬ磨损过程中 Ｃｒ 和 Ｍｏ 发生

氧化ꎬ即发生氧化磨损ꎮ 涂层中 Ｍｏ含量增加到 ３０.４ ａｔ.％
时摩擦因数可以降低到 ０.３７ꎮ 在摩擦过程中涂层中 Ｍｏ
元素与水发生摩擦化学反应生成的 ＭｏＯ３薄层也能够起固

体润滑剂的作用[３１－３２] ꎬ有效降低摩擦因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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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不同 Ｍｏ 含量的 Ｃｒ－Ｍｏ－Ｎ 涂层的摩擦因数

３　 多元 Ｃｒ－Ｍｏ－Ｓｉ－Ｎ、Ｔｉ－Ａｌ－Ｍｏ－
Ｎ、Ｃｒ－Ｍｏ－Ｓｉ－Ｃ－Ｎ 涂层结构及其摩
擦学特性

３.１　 多元 Ｃｒ－Ｍｏ－Ｓｉ－Ｎ、Ｔｉ－Ａｌ－Ｍｏ－Ｎ、
Ｃｒ－Ｍｏ－Ｓｉ－Ｃ－Ｎ 涂层结构及力学性能

　 　 ＹＵＮ[４２]对 Ｃｒ－Ｍｏ－Ｎ 和 Ｃｒ－Ｓｉ－Ｎ 涂层的对比研究发

现ꎬ由 Ｃｒ－Ｎ微晶和无定形 Ｓｉ３Ｎ４组成的复合微观结构改

善了力学性能和抗氧化性[４５－４６] ꎻ同时还发现由 Ｃｒ－Ｍｏ－Ｎ
微晶和非晶 Ｓｉ３Ｎ４组成的纳米复合材料的微观结构也会使

涂层具有高显微硬度和低摩擦因数[４０] ꎮ ＨＯＮＧ[２３]等人通

过电弧离子镀和磁控溅射的混合系统在不同基底偏压下

制备 Ｃｒ－Ｍｏ－Ｓｉ－Ｎ 涂层ꎮ 由于再溅射现象[４７] ꎬ随着偏压

的增加ꎬＣｒ－Ｍｏ－Ｓｉ－Ｎ涂层的沉积速率从约 ２.２ μｍ / ｈ逐渐

降低至 １. ６ μｍ / ｈꎮ 平均晶粒尺寸从偏压为 ０ Ｖ 时的约

１４ ｎｍ减小到－２０ Ｖ~２００ Ｖ的基底偏压下最小值 ３~ ４ ｎｍꎮ
如图 ６所示ꎬ随着基底偏压的增加ꎬ涂层的显微硬度从

４２ ＧＰａ提升到最大值约为 ４９ ＧＰａ( － ５０ Ｖ)后下降至约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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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 ＧＰａꎮ 内部应力是压缩的ꎬ幅度范围为－１.２~ －２ ＧＰａꎮ

52

50

48

46

44

42

40

38

36

0 -100 -200 -300
����/V

�
�
/G
Pa

�
�
�
	
/G
Pa

-400

-1.2

-1.5

-1.8

-2.1

-2.4

-2.7

图 ６　 Ｃｒ－Ｍｏ－Ｓｉ－Ｎ 涂层的显微硬度值和内部

应力随基底偏压的变化

研究 Ｓｉ含量(０~１１.１ ａｔ.％)对 Ｃｒ－Ｍｏ－Ｓｉ－Ｎ涂层的结

构影响[４８]时观察到涂层微观结构随着 Ｓｉ 含量升高而更

加致密ꎬ衍射强度比(１１１) / (２００)也增大ꎬ无定形相 Ｓｉ３Ｎ４
的增长会导致(１１１)方向的强化ꎮ ＳＥＲＧＥＶＮＩＮ[１８]团队重

点研究基底偏压 Ｖｂ和氮气气压 ｐ(Ｎ２)对 Ｔｉ－Ａｌ－Ｍｏ－Ｎ 涂

层结构生长的影响时发现ꎬ将 Ｖｂ从－１２０ Ｖ调整到－１４０ Ｖꎬ
提高了沉积离子的能量ꎬ将 ｐ(Ｎ２)从 ０.３ Ｐａ增加到 ０.５ Ｐａꎬ
会促进更完全的氮化钼的形成ꎬ使(ＴｉꎬＡｌ)Ｎ－Ｍｏ－Ｍｏ２Ｎ组

合物向(ＴｉꎬＡｌ)Ｎ－Ｍｏ２Ｎ 转变ꎬ涂层表现出高断裂韧性和

高硬度(３７ ＧＰａ)ꎮ 多循环冲击载荷下测试表明ꎬ与 ＴｉＡｌＮ
涂层相比ꎬＴｉ－Ａｌ－Ｍｏ－Ｎ涂层具有更高抗冲击负荷ꎮ 在对

Ｍｏ－Ｓｉ－Ｃ－Ｎ 涂层研究中发现ꎬ硬度可在 ９ ａｔ.％ Ｃ 含量时

达到最大值约 ２７ ＧＰａ[４９] ꎮ ＹＵＮ[２２]等人通过电弧离子镀

与磁控溅射相结合的方法制备 Ｃｒ－Ｍｏ－Ｓｉ－Ｃ－Ｎ 涂层ꎬ发
现 Ｃｒ－Ｍｏ－Ｓｉ－Ｃ－Ｎ 涂层是由纳米级柱状 Ｃｒ－Ｍｏ－Ｃ－Ｎ 微

晶嵌入到非晶 Ｓｉ３Ｎ４和 Ｓｉ－Ｃ基质中组成的纳米复合结构ꎮ
Ｃｒ－Ｍｏ－９.３ ａｔ.％Ｓｉ－Ｃ－Ｎ 涂层硬度可达到约 ５３ ＧＰａꎬ远高

于Ｃｒ－Ｍｏ－Ｃ－Ｎ 涂层的硬度ꎮ ＦＵ[５０]等人对 Ｃｒ－Ｍｏ－Ｓｉ－
Ｃ－Ｎ薄膜的研究发现ꎬ随着 Ｍｏ 含量的上升ꎬ薄膜的柱状

结构更加致密ꎬ掺杂的 Ｍｏ 原子代替 ＣｒＮ 晶格中的 Ｃｒ 原
子ꎬ形成(ＣｒꎬＭｏ)Ｎ置换固溶体ꎮ 当 Ｍｏ靶电流为 ２ Ａ 时ꎬ
薄膜硬度、Ｈ / Ｅ、Ｈ３ / Ｅ２同时达到最大ꎬ分别为 ２４. ８ ＧＰａꎬ
０.０７７和 ０.１４７ꎮ

３.２　 多元 Ｃｒ－Ｍｏ－Ｓｉ－Ｎ、Ｔｉ－Ａｌ－Ｍｏ－Ｎ、
Ｃｒ－Ｍｏ－Ｓｉ－Ｃ－Ｎ 涂层摩擦学性能

　 　 如图 ７所示ꎬ由于高于 ７９５℃(ＭｏＯ３的熔点)ꎬＭｏＯ３变
成液态ꎬ流体润滑显著降低了摩擦因数ꎮ 其次ꎬ在 ７５０℃和

８００℃下ꎬ含 Ｓｉ的 Ｃｒ－Ｍｏ－Ｎ涂层摩擦因数可分别表现出最

低值 ０.３１和 ０.２１ꎬ这可归因于 Ｍｏ的含量越高ꎬ能够生成的

ＭｏＯ３越多ꎬ有助于摩擦因数降低[４８]ꎮ 总之ꎬ添加 Ｓｉ 的
Ｃｒ－Ｍｏ－Ｓｉ－Ｎ与 Ｍｏ配合使摩擦因数和磨损率均较低ꎮ

向高耐磨性 ＴｉＮ保护涂层中添加 Ａｌ可提高硬度[５１] ꎬ
而涂层中的 Ｍｏ由于在摩擦过程中形成 ＭｏＯ３作为固体润

滑剂 可 改 善 摩 擦 性 能ꎬ 摩 擦 因 数 降 低 为 ０. ３[５２]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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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不同温度下不同 Ｓｉ 含量的

Ｃｒ－Ｍｏ－Ｓｉ－Ｎ 涂层摩擦因数

ＳＥＲＧＥＶＮＩＮ[１８]获得的 ４ μｍ 厚 Ｔｉ －Ａｌ －Ｍｏ－Ｎ 涂层具有

(ＴｉꎬＡｌ)Ｎ 和 Ｍｏ－Ｎ 交替的层状结构ꎮ 研究发现ꎬＴｉ－Ａｌ－
Ｍｏ－Ｎ涂层在摩擦过程中伴随着 ＭｏＯ３的形成ꎬ如图 ８ 所

示ꎬ涂层的磨损在负载 ４０ Ｎ以内时没有明显的开裂ꎮ

8.1 N 50.1 N

80.5 N67.6 N

20�μm

20�μm 20�μm

20�μm

图 ８　 在各种载荷下 Ｔｉ－Ａｌ－Ｍｏ－Ｎ 涂层上

划痕显微图像

较高温度下摩擦学性能的劣化是由于摩擦表面的

ＭｏＯ３升华ꎮ 随着 Ｍｏ含量的增大ꎬ结构上形成 Ｍｏ对 Ｃｒ的
置换固溶体(ＣｒꎬＭｏ)Ｎꎬ摩擦因数和磨损率均有显著降低ꎬ
耐磨性能增强ꎮ Ｍｏ含量的增加使涂层由磨粒磨损变为疲

劳磨损[２１ꎬ５３] ꎮ ＨＯＮＧ[２３]等人对 Ｍｏ－Ｓｉ－Ｃ－Ｎ 涂层的研究

表明ꎬ随着 Ｃ含量的增加ꎬ涂层的摩擦因数降低ꎮ 在 Ｃｒ－
Ｍｏ－Ｃ－Ｎ涂层中添加 Ｓｉ也会使涂层的平均摩擦因数明显

降低ꎮ ＦＵ[５０]发现含有较多 Ｍｏ的 Ｃｒ－Ｍｏ－Ｓｉ－Ｃ－Ｎ涂层由

于摩擦化学磨损而具有低摩擦因数ꎬ但磨损率高ꎮ 通过控

制沉积过程中的 Ｍｏ靶电流ꎬ可以优化 Ｃｒ－Ｍｏ－Ｓｉ－Ｃ－Ｎ涂

层的摩擦学性能ꎮ

４　 结语

本文综述了含Ｍｏ的 ＰＶＤ涂层的发展历程ꎬ总结了涂

层组成元素种类、含量及制备参数等对涂层微观结构、力
学性能和摩擦学性能的影响机制ꎮ 利用组成元素的特性ꎬ
对涂层进行有针对性的掺杂改性ꎬ配合制备参数的改变ꎬ
能够改变涂层的结构ꎬ进而使涂层的性能得到明显的提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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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ꎮ 涂层多元化已经成为当今研究的趋势ꎬ在极少的对多

元 Ｃｒ－Ｍｏ－Ｓｉ－Ｃ－Ｎ涂层的研究中已经初步发现了涂层表

现出的优良特性[５０] ꎬ但是对多元含 Ｍｏ涂层和 Ｃｒ－Ｍｏ－Ｓｉ－
Ｃ－Ｎ涂层的研究还较少ꎬ需要广大学者更加努力探索不

同 Ｍｏ元素掺杂对 Ｃｒ－Ｍｏ－Ｓｉ－Ｃ－Ｎ涂层的力学性能、摩擦

学性能以及电化学腐蚀性能的影响机制ꎬ探究涂层的制备

工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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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 徐润翔ꎬ施雯ꎬ陈智勇. Ｍｏ 含量对 Ｃｒ１２ＭｏＶ 钢表面 ＣｒＭ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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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９ ０６ ０４



重要告示

尊敬的作者与读者:近期发现有一些假网站冒充我刊拦截稿件和骗取钱财ꎬ请您投稿时认真识别ꎬ
谨防受骗上当ꎮ 本刊严正声明ꎬ对此侵权行为保留对侵权者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本刊合法的、唯一的正式官方网站网址为:ｗｗｗ.ｊｘｚｚｙｚｄｈ.ｃｏｍꎻ
投稿邮箱为:ｅｄｉｔｏｒ＠ ｎｊｍｅｓ.ｏｒｇꎻ
微信公众号为:机械制造与自动化期刊ꎮ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编辑部　
２０２０年 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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