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空心阴极类火花放电初始电离过程的 !"#$%## 模拟

郑飞腾! 杨中海 金晓林
（电子科技大学物理电子学院，成都 "#$$%&）

（’$$( 年 % 月 ) 日收到；’$$( 年 % 月 #% 日收到修改稿）

采用粒子模拟与蒙特卡罗相结合（*+,-.,,）的方法，应用静电模型，编写了准三维的模拟程序 /该程序能够较

好地描述空心阴极类火花放电初始电离过程的演化步骤 /通过研究电离过程的细节，可以认为该阶段电离过程是

空心阴极效应和局部强电场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起始电离到空心阴极初始阶段，局部强电场在电离过程中起到了

支配作用；随后空心阴极效应占据主导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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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引 言

空心阴极放电效应由于具有一些独特的电光学

特性：能产生锐线光谱、大电流电子束、离子溅射作

用强、高能电子束多等而被广泛地应用于光谱分析、

真空镀膜、表面处理、气体激光器等领域 /在整个空

心阴极放电过程中，其初始阶段占有十分重要的地

位，它直接关系到放电电流的稳定性、脉宽、幅值和

开关时间等重要参数 /研究该阶段电离过程的细节，

对于探索放电的物理本质，改进放电的物理特性有

非常重要的意义 /但是由于该阶段时间极短，物理参

量不易捕捉，使得深入研究放电过程不易 /目前对虚

阳极从形成到扩展至阴极的电离过程还不是很清

楚；并且阴阳极间隙中的物理过程在电离增长中的

作用也一直没有统一的结论［#］/
现有的研究多采用实验方法［#—(］，总结出空心

阴极类火花放电基本过程的电离特性 /但是由于实

验中诊断上的困难，只能测量出其电流、电势和光谱

等信号，难 以 给 出 粒 子 速 度，轨 迹 等 方 面 的 微 观

信息 /
+>3994A 等人［)］、B>9C> 等人［D］、祝大军等人［#$］、

赖建军等人［##］采用流体模型研究过空心阴极放电

的电 离 特 性，但 没 有 给 出 放 电 演 化 的 细 节 过 程 /
E>8F; 等人［#’］采用混合模型，用蒙特卡罗方法表述

电离源；连续性方程结合泊松方程表述电子和离子

的输运过程 /该模型采用局部场近似，即电子、离子

速度与!系数仅是局部场 !（ "，#）- $ 的函数 / 但是

类火花放电是低气压放电，在低压放电中，粒子分布

函数会极大地偏离热平衡，不再满足所谓的局部场

近似条件，所以应用流体动力学描述空心阴极类火

花初始放电过程不是太合适 /
为深入研究空心阴极内的类火花放电的初始过

程，探究其电离本质，有必要获得大量微观粒子的全

面信息，包括其能量、密度、运动轨迹等 /因此，采用

粒子模型的方法更合适 /姚细林等人［#G］采用粒子模

型结合蒙特卡罗（*+,-.,,）的方法模拟了微空心阴

极放电特性 /但一方面其电场分布采用近似模型，得

到的只是近似解；另一方面他仍然只给出了稳态结

果，并未研究放电的演化细节 /
本文采用准三维 *+,-.,, 方法，应用静电模

型，以带电粒子和电场的相互作用和粒子间的碰撞

为主体，详细描述了空心阴极类火花放电初始过程

的演化步骤，并初步探讨了该过程中的一些本质

机理 /

’ @ *+,-.,, 物理模型和模拟流程

’()( 物理模型

物理模型如图 # 所示，其主要物理化学过程见

文献［#&］/最右边的阳极产生轴向递减的静电场 /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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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从静电场中获得能量，与中性粒子碰撞，当电子的

能量超过中性粒子激发或电离阈值，碰撞将使中性

粒子激发或电离，逐渐生成等离子体 !

图 " 类火花放电模型

!"!" 模拟流程

采用 #$%&’%% 的方法，这种方法兼顾了 #$% 处

理集体相互作用和 ’%% 处理粒子碰撞的优势 !模拟

流程如图 ( 所示 !

图 ( #$%&’%% 模拟流程图

()()") 初始化

使每一个被跟踪计算的带电粒子都具有初始位

置、初始能量、初始运动方向 !在本系统中，初始位置

和初始运动方向随机分布，初始能量由麦克斯韦分

布取样 !
( )()() 电荷分配

由带电粒子的位置，将有限大小粒子按通常情

况取球形分布（均匀分布）在网格点上 !
( )()*) 求解泊松方程

将圆柱坐标系中的泊松方程（"）式差分得（(）式

和（*）式，再由 ()()( 中求出的网格点上的电荷，从

（(）式和（*）式求得空间网格点上的电势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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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进粒子运动

应用 #$% 方法描述带电粒子与静电场的相互作

用；’%% 方法描述粒子间的碰撞 !
每一个时间步长#& 内带电粒子发生碰撞的概

率为

’2 , " - 345［- ($6（#）)#&］， （/）

其中 ( 为中性粒子的密度；#，) 和$6 分别为带电粒

子的能量、速率和总碰撞截面 !
考虑电子与中性粒子的弹性、激发、电离碰撞；

离子与中性粒子的弹性、电荷交换碰撞 !其中所采用

的碰撞截面均依赖于带电粒子的能量而变化［"1—"7］!
产生一个［.，"］均匀分布的随机数 *" 与 ’2 比

较，如果 *"!’2，则粒子发生碰撞，由 ’%% 法处理；

如果 *" 0 ’2，则粒子不发生碰撞，由 #$% 法处理 !
"）’%% 部分

发生何种碰撞由分概率来确定 ! 电子的分概率

为$389:6;2，3 &$6，3，$342;696;<=，3 &$6，3，$;<=;>96;<=，3 &$6，3；离子的分概

率为$389:6;2，; &$6，;，$342?9=@3，; &$6，; ! 碰撞后粒子的新状态

依具体碰撞类型决定［"A］!
(）#$% 部分

如果不碰撞，利用 #$% 方法来更新粒子的能量

和速度方向 !首先通过线性插值法求得带电粒子在

其所在位置处的场，然后利用下式更新粒子的动量 !
!++"

, , !+
, + -++"&(

, "++"&(
, #&， （1）

最后由下式更新带电粒子的位置 !
#++*&(, , #++"&(, +#&!++"

, &.++"
, ， （B）

其中 ., 是粒子的相对论质量 !
( )()1) 计算是否结束判断

比较该时间步长计算前后的电磁场分布，如果

场满足收敛条件，则计算结束，进行数值诊断；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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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满足收敛条件，重复计算 !"!"!—!"!"#"

$ " 模拟结果与讨论

空心阴极的尺寸已在图 % 中给出，其内径 ! &’，

深 (") &’，小孔直径 ("* &’，隔板厚 ("% &’+ 阳极电

压 !((( ,，距阴极 (") &’+阴极接地，工作气体为氩

气，气压 --"-- ./+假定空心阴极腔中初始时刻均匀

分布有 %"( 0 %(1 &’2 $的电子和离子，离子为 345 ，阴

阳极之间没有初始分布的电子和离子 +模拟结果表

明，类火花放电电离过程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图 $
是这五个阶段的电势等位线图：

图 $ 电势等位线图 +相邻的两条等位线代表 !(( , （/）! 6 ("$ 78（汤生放电）；（9）! 6 *"! 78（虚阳极在阴阳极间隙

中扩展）；（&）! 6 -"- 78（空心阴极效应初始阶段）；（:）! 6 !*"* 78（虚阳极充满整个空心阴极内部）；（;）! 6 !*"- 78（阴

极场致电子发射引发主放电）

!"#" 起始电离至虚阳极形成

在起始阶段，虚阳极还未形成 +由于电子和离子

的浓度都还很小，所以局部空间电荷对电场影响很

小 +此时粒子间的作用是由外加电场主导的，!电离

倍增系数主要由外加电场决定 + 由图 *（/）可知，此

时阴阳极间的电场几乎是匀强电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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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轴向电场沿中轴线分布图 （"）! # $%& ’(；（)）! # &%& ’(

图 * 具有代表性的粒子轨迹图 （"）电子；（)）离子

!"#" 虚阳极在阴阳极间隙中的扩展

&%+%,% 虚阳极形成

观察此时的电子、离子相空间图发现，空心阴极

内的电子经电场作用，从阴极孔飞向阳极，在阴阳极

间隙中不断发生电离倍增，由此形成的电子崩向阳

极一侧推进 -位于前面的电子行进速度非常快（本模

型的计算结果是 ,$* ./( 数量级），而电离产生的离

子较重，基本处于静止状态 -电子接触到阳极后被吸

收，正离子滞留下来，使靠近阴极一侧的电场增强，

靠近阳极一侧的电场减弱，直至变为负场，如图!（)）

所示 -这样，电子在负场作用下开始减速并停滞下

来，与离子一同形成一与阳极等电势的等离子区，称

为虚阳极 -这个结果与 012"( 模型［,3］是一致的 -
& %+%+% 等离子体在阴阳极间隙中的扩展

阴阳极间隙中电子与中性粒子的碰撞，不断产

生大量新的电子和离子 - 新产生的正离子扩展了负

场的区域；而新产生的电子进入负场后又大部滞留

下来 -这样，由于电离碰撞提供了大量的电子和离

子，使得虚阳极尖端不断向阴极扩展 -

由图 4 所示，虚阳极靠近阴极时，移动速度减

慢，这与文献［,，,3］中实验观察到的现象一致 -这是

因为随着虚阳极朝阴极不断运动，变相减小了阴阳

极间的距离，也就减小了电离后新电子从外加电场

获得能量的机会 -于是新产生的电子很难引发下一

次碰撞电离，电离倍增效应也就减弱了 -

图 4 ! # & ’( 时虚阳极移动速度随位置变化图

可以观察到，主放电将在一到两个电子渡越时

间内发生，而这段时间内离子几乎不动，这与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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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实验观察到的放电时间一致 "但这一结论以前

一直没有直接的证据 "粒子模拟的优势在于它可以

跟踪单个粒子的运动 "本文随机选取了大量电子和

离子，跟踪了它们的运动轨迹，证实了这一结论 "如
图 # 所示，这是一对具有代表性的电子和离子的运

动轨迹 "

!"!" 空心阴极效应初始阶段

由于空心阴极内部电场沿中轴线呈轴对称分布 "
电子在轴线一侧经电场加速后，必在另一侧被对称的

电场减速 "于是电子沿轴线上下振动，这种现象称为

电子的摆动 "电子在摆动过程中与气体原子不断发生

电离和激发碰撞，由此引发剧烈的电离作用［!$］"

由于空心阴极内强烈的电离作用，随着虚阳极

在空心阴极内部的扩展，电离效率应该增加 "但是，

由图 %（&）所示，电离率（曲线切线的斜率）在这个阶

段反而下降了 "这个现象在文献［!，’］中的实验里

得到了验证 "分析认为，此时的电离过程，是空心阴

极效应和局部强电场!电离倍增效应共同作用的

结果 "一开始，虽然空心阴极效应不强，但是在鞘层

内电离出的二次电子可以从鞘层中获得足够的能量

（其内存在很大的电势差），从而引发下一次电离碰

撞 "随着鞘层收缩，电子还来不及在鞘层内发生碰

撞，就进入虚阳极，因此新产生的电子很难从鞘层获

得能量，以引发下一次碰撞 "所以电离率在这个阶段

反而降低了 "

图 % 粒子数量随时间变化图

!"#" 虚阳极充满整个空心阴极内部

此时空心阴极效应占据主导地位，电离率重新

快速升高，如图 %（(）所示 "虚阳极则迅速扩展 "随后

有一部分离子开始轰击阴极，产生二次电子，即通常

所述"作用 ""作用进一步加速电离率，)*+, -. 后

电离率雪崩式增长，)*+# -. 时已增至 ’ / !0!1 23 , "

!"$" 阴极场致电子发射引发主放电

至 )*+# -.，虚阳极充满整个空心阴极内部 " 此

时鞘层很薄，在阴极表面形成很强的电场，引起场致

电子发射，主放电发生 "此后的放电过程不在本文讨

论范围之内 "

* + 结 论

本文采用准三维 4567866 的方法，应用静电模

型，模拟了空心阴极中类火花放电现象初始阶段的

演化过程 "得出以下结论：该阶段电离过程是空心阴

极效应和局部强电场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起始电离

到空心阴极初始阶段，局部强电场在电离过程中起

到了支配作用 "随后空心阴极效应占据主导地位 "
本文采用的阴极二次电子发射模型是简化模

型，而且没有考虑热电离，场致电离与光电离现象，

它得到的结果不是完全准确的 "但它可以完整地给

出类火花放电初始各个阶段电离增长的基本特性 "
我们将在进一步工作中完善二次电子发射模型，并

添加光电离等模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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