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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线圈优化设计的黄铜管内表面电磁抛光试验 

潘明诗，陈燕，程海东，张志鹏，吴炫炫，韩冰 

（辽宁科技大学 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学院，辽宁 鞍山 114051） 

摘要：目的 设计一种低频交变磁场发生装置，高效率地去除 H62 黄铜管内的表面缺陷，提高其表面质量，

延长其使用寿命。方法 采用闭合铁芯的方式设计一种低频磁场发生装置，利用 EDEM 软件对磁场中的磁性

磨粒进行运动仿真分析；对电磁线圈的缠绕方式、通电方式进行设计，并利用 Ansys 软件对不同的线圈缠

绕方式和通电方式所产生的磁场进行模拟分析。数控车床夹持管件旋转，并与磁场发生装置相配合，使管

件中的磁性磨粒在磁场中磁化，并紧贴管件内表面进行研磨抛光。使用触针式表面粗糙度测量仪和超景深 

3D 电子显微镜，对研磨前后的样品进行检测分析。结果 基于三端缠绕方式，采用 2 种不同的通电方式对管

件进行研磨加工，采用相对型通电方式研磨 6 min 后，H62 黄铜管内的表面粗糙度由原始的 0.618 μm 降至

0.373 μm。采用相邻型通电方式研磨 6 min 后，H62 黄铜管内的表面粗糙度由原始的 0.667 μm 降至 0.081 μm。

结论 利用低频交变磁场能够实现研磨工具（磁性磨粒）的循环更新，提高磁性磨粒的利用率。在采用三端

缠绕方式通电时所产生的磁场强度更大，更适合于磁粒研磨加工。采用相邻型通电方式（N−N−S−S 磁极排

布）加工时，研磨压力更大，大幅缩短了加工时间，去除了管件内壁的原始缺陷。 

关键词：低频交变磁场；磁粒研磨；线圈设计；H62 黄铜管；表面质量 

中图分类号：TG356.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3660(2022)09-0260-11 

DOI：10.16490/j.cnki.issn.1001-3660.2022.09.027 

Experiment on Electromagnetic Polishing of Inner Surface of  
Brass Tube Based on Coil Optimization Design 

PAN Ming-shi, CHEN Yan, CHENG Hai-dong, ZHANG Zhi-peng, WU Xuan-xuan, HAN Bing 

(School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and Automatio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iaoning, Liaoning Anshan 114051,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design a low-frequency alternating magnetic field generator to remove the inner surface defects 

of H62 brass tube with high efficiency, so as to improve its surface quality and prolong its service life. A low-frequency 

magnetic field generator was designed with closed iron core. EDEM software was used to simulate the motion of magne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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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rasive particles in the magnetic field. The magnetic field generated under different winding modes and energization modes 

were simulated and analyzed with Ansys software. The pipe fitting was clamped and rotated by the NC lathe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magnetic field generator. The magnetic abrasive particles in the pipe fitting were magnetized in the magnetic field and 

close to the inner surface of the pipe fitting for grinding and polishing. The test samples before and after grinding were detected 

and analyzed by stylus surface roughness measuring instrument and super depth of field 3D electron microscope. Based on the 

three end winding mode, two different energization modes were used to grind the pipe fittings. After grinding for 6 min by the 

relative energization mode, the roughness of the inner surface of H62 brass tube changed from the original Ra 0.618 μm down to 

Ra 0.373 μm. After grinding for 6 minutes by the adjacent energization mode, the roughness of the inner surface of H62 brass 

tube changed from the original Ra 0.667 μm after down to Ra 0.081 μm. The use of low-frequency alternating magnetic field 

can realize the cyclic renewal of grinding tools (magnetic abrasive particles) and improve the utilization rate of magnetic 

abrasive particles. When the iron core is energized by three end winding, the magnetic field generated by the electromagnetic 

device is stronger and more suitable for magnetic abrasive finishing. When the adjacent energization mode (N-N-S-S magnetic 

pole arrangement) is adopted, the grinding pressure is larger. It greatly shortens the processing time and removes the original 

defects on the inner wall of the pipe fittings. 

KEY WORDS: low frequency alternating magnetic field; magnetic abrasive finishing; coil design; H62 brass tube; surface 

quality 

H62 黄铜具有极好的导电、导热和抗腐蚀性等，

且可塑性、加工性均较好，常用于机械零件的加工，

是应用广泛的普通黄铜品种之一[1-5]。在加工过程中，

黄铜管的内表面不可避免地存在内部条状沟痕、分

层、微裂纹、凹坑等质量缺陷。若用黄铜管输送液体，

当液体流经管件时会不断地对管件内壁进行冲刷，导

致管件内表面缺陷不断扩展，从而出现湍流、喘振、

破裂等现象。将黄铜管应用于船舶领域时，由于其内

壁凹凸不平，海水中的氯离子会在凹坑、微裂纹处与

管件发生化学反应，使管件内部受到腐蚀，这会大大

降低黄铜管的使用寿命[6-10] 。由此可见，需要对黄铜

管内壁进行精密加工，以延长其使用寿命。目前，针

对 H62 黄铜管表面处理的研究较少，针对其他材质的

管件进行表面研磨抛光的案例较多。Yamaguchi 等[11]

提出了磁铁绕管件旋转抛光法，将内部磁性磨粒磁

化，并吸引至管件表面，与管件发生相对运动，从而

达到研磨去除材料的目的，该方法的研磨压力较小、

效率较低。陈燕等[12]提出了在管外放置多个磁铁研磨

内表面的方法，采用该方法在加工时磁性磨粒对管件

内表面有着较大的研磨压力，由于磁铁位置相对固

定，在工作一段时间后磁性磨粒在管件内部得不到及

时更新，这样不仅缩短了磨粒的使用寿命，而且影响

了磨削效率。赵杨等 [13]提出了电磁铁交替通电的方

法，该方法虽然促进了磁性磨粒的更新，但由于电磁

铁的工作方式为交替通电，因此在工作中只有 1 个磁

铁对管件进行加工，与 2 个磁铁形成闭合磁感线相

比，磁性磨粒对管内壁的研磨压力相对较小。文中以

H62 黄铜管为加工对象，设计并提出一种新型低频磁

场发生装置，针对铁芯的形状特征，对线圈的缠绕方

式和通电方式进行设计，通过模拟仿真和实验对不同

的方案进行讨论，总结出最优的加工方式，最终有效

地完成 H62 黄铜管内表面的光整加工。 

1  管件内表面研磨原理 

1.1  磁性磨粒受力分析 

采用低频交变磁场辅助研磨 H62 黄铜管内表面

的加工原理如图 1 所示，将管件穿过电磁铁水平放置

在中心的磁场中，电磁铁在通电后会产生磁场。漆包

线的通电方向会影响 4 个磁极头的极性，从而决定磁

场分布，不同的磁场分布对加工效果有着不可忽视的

影响。通过改变通电方式，针对磁极头设计了相对型

排布（N–S–N–S）、相邻型排布（N–N–S–S）等，如

图 1 所示。将 4 个磁极头均布于管件周围，2 个磁极

头之间形成闭合磁回路，磁性磨粒被磁化，并沿着管

壁附近的磁感线形成多个柔性“磁粒刷”，在磁力的

作用下磁性磨粒紧密而有序地排列在管件内壁，比磁

性磨粒散乱分布时磨粒的一致性更好，研磨得更加

均匀 [14]，并且磁性磨粒在磁场力的作用下相互挤压，

提供了足够的研磨压力。当管件进行加工时，管件由

机床带动进行旋转运动，磁性磨粒团受到磁场的牵引

作用，与管件内表面发生相对运动。通过对磁性磨粒

进行受力分析可知，磁性磨粒在磁场力、离心力和摩

擦力的共同作用下（磨粒之间的相互作用力及自身重

力忽略不计）对管件内表面进行刻划、摩擦、滚压等

作用。 

根据 Preston 经验公式[15] 得到材料的去除量，见

式（1）。 
( , ) ( , ) ( , )R x y kv x y p x y  (1) 

式中：R(x,y)为材料的去除量；k 为磁性磨粒与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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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磁粒研磨加工原理 
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magnetic abrasive finishing mechanism:  

a) stress analysis of N-S polar relative single abrasive particle;  
b) stress analysis of N-S pole adjacent single abrasive particle 

 

工相关的比例常数；v(x,y)为磁性磨粒与工件之间的

相对速度；p(x,y)为研磨粒子与工件间的研磨压力。 

从式（1）中可以看出，若想增加材料的去除量、

提高加工效率，可以增大磁性磨粒与工件之间的相对

速度 v(x,y)，也可以增大研磨压力 p(x,y)。如果增大二

者之间的相对速度，则必须提高工件的转速，转速的

增大将导致管件内部的磁性磨粒受到的离心力变大，

而离心力过大将导致磁性磨粒脱离磁场的束缚，跟随

管件转动，与工件表面没有相对运动也就失去了加工

的能力。当工件转速确定时，通过增加研磨压力来提

高材料的去除量，可以实现高效加工[16]。 

对不同磁场中的磁性磨粒进行受力分析（如图 1

所示），管件所受的研磨压力主要与磁场力和离心力

相关，磁场力的计算如式（2）所示[17]。 

r 0

r 0

22
2 2

r 0 y

x

y

x y

HF V H
x
HF V H
y

H HF F F V H
x

 

 

 


      
     


               

 
(2) 

式中：F 为磁性磨粒在磁场中所受的合力；Fx

为合力 F 沿磁等势线方向的分力；Fy 为合力 F 沿磁
力线方向的分力；V 为磁性磨粒的体积；μr 为磁性磨
粒的相对磁导率；μ0 为空气的相对磁导率；H 为磁性
磨粒所处位置的磁场强度；（∂H/∂x）、（∂H/∂y）分
别为磁场强度 H 沿磁等势线方向和磁力线方向的梯
度分量。 

磁场强度 H 最先由磁荷观点引出，后来安培提
出了分子电流假说，自此磁场强度多用磁感应强度 B
表示。二者的具体关系如式（3）所示[18]。 

0B H  (3) 

将式（3）带入式（2）中，得到式（4）。 

22

r 0

22

r
2
0

H HF V H
x y

V B B B
x y

 




           

           

 

(4) 

在加工时，由于管件的转动，内部的磁性磨粒会
受到离心力的作用[19] ，离心力 Fc 的表达式如式（5）
所示。 

2

c

vF m
R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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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m 为磁性磨粒的质量；v 为磁性磨粒对于

管件的相对速度；R 为管件内径。 

由上述分析可知，研磨压力 p 为磁性磨粒对管件

内表面的法相作用力，其值为磁性磨粒所受磁场合力

F 的法相分量与离心力 Fc 之和，如式（6）所示。 

c

22 2
r
2
0

cos

cos

p F F

V B B B vm
x y R








  

           

  
(6)

 

式中：θ为合力 F 与管件法线方向的夹角。 

从式（6）可以看出，研磨压力 p 与磁感应强度

B、相对速度 v 呈正相关，因此在不改变相对速度的情

况下，可以通过增大磁感应强度 B 来增大研磨压力。 

1.2  磁性磨粒运动分析 

将磁性磨粒放入磁场中，使得磁性磨粒在闭合磁

感线上分布。电流的变化如图 2 所示，由于磁场为交

变磁场，因此磁场会周期性地变化。随着电流方向的

周期性改变，磁场方向也以一定频率发生改变，促使 
 

 
 

图 2  线圈电流波形 
Fig.2 Waveform diagram of coil current 

 
磁性磨粒在管内沿管件内表面的圆周方向发生周期

性的运动。 

采用 EDEM 软件对单周期（T）内、交变磁场下

的磁性磨粒（磁性磨粒团用流线代替）进行运动分析，

如图 3 所示。 

 
 

图 3  单周期内磁性磨料运动 
Fig.3 Motion diagram of magnetic abrasive in a single cycle: a) T/4; b) T/2 (no magnetic field); c) 3T/4 

 
将磁性磨粒置于管中，当时间达到 T/4 时，磁性

磨粒被磁场吸引，从而压覆在管件内表面，如图 3a
所示；当时间达到 T/2 时，线圈中的电流为 0，磁场
消失，磁性磨粒因自身重力会下滑一段距离，如图
3b 所示；当时间达到 3T/4 时，由于电流反向，磁极
头的极性与 T/4 时相反，磁性磨粒又被重新吸引，从
而压覆在管件内表面，如图 3c 所示；当时间达到 T

时，磁性磨粒会下滑一段距离，下滑距离与图 3b 的
结果一致。随着磁场的不断变化，磁性磨粒不断地进
行周期性运动，发生振动、翻滚，达到自适应更新的
目的，最终实现管件内部的光整加工[20-22] 。 

2  电磁铁设计 

2.1  电磁铁结构设计 

电磁铁由铁芯和漆包线缠绕所成的线圈组合而

成，4 个 E 形铁芯通过 2 个硅钢块连接起来，从而形

成一个完整的闭合铁芯，在铁芯上均匀绕制漆包线组

成电磁铁。在 E 形铁芯中部加装矩形磁极头，不仅缩

短了磁极与管件之间的距离，减少了漏磁，而且会使

磁感线聚集通过磁极头，提高了加工区域的磁场强

度。在缠绕漆包线时，不同的缠绕方式对电磁铁产生

的磁场和磁场分布有着较大的影响，因此把 E 形铁芯

分为 3 个区域，针对 3 个区域设计了 2 种不同的线圈

缠绕方案，具体缠绕方案如图 4 所示。 

2.2  磁场仿真分析 

为了探究不同线圈缠绕方式和通电方式对管

件内部磁场的影响，利用 Ansys 软件对加工区域的

磁场进行有限元仿真分析。首先根据所设计的电磁

铁利用 SolidWorks 软件进行实体建模，然后将模型

导入 Ansys 软件中，并仿真分析不同线圈的绕线方

式、通电方式所产生的磁场，以寻求加工区域的最

优磁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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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线圈缠绕方式 
Fig.4 Schematic diagram of coil winding mode: a) winding at both ends;  

b) three-end winding 
 

2.2.1  线圈缠绕方式分析 

采用直径 0.77 mm 的铜漆包线制作电磁线圈，线

圈的电阻较小、载流量较高，可充分利用铁芯空间提

高线圈安匝数。若采用两端缠绕的方式，每端最多可

以缠绕 600 匝线圈。若采用三端缠绕的方式，两端最

多可以分别缠绕 450 匝线圈，在中部区域可以缠绕

180 匝线圈。在磁极头处采用 N–N–S–S 排布时通入

2.5 A 的交流电，针对图 4 中的 2 种线圈缠绕方式，

利用 Ansys软件对管件内壁加工区域进行磁场仿真，

仿真结果如图 5 所示。 

如图 5a 所示，采用两端缠绕时，由于两端的空

间较大，可以增加线圈的匝数，进而达到增强磁场的

目的。观察磁场云图可以看出，两端缠绕的电磁铁在

加工区域（管件内壁）所产生的磁场强度最大可以达 

 

 
 

图 5  不同线圈分布磁场云图 
Fig.5 Magnetic field cloud diagram of different coil distribution: a) two ends; b) three ends 



第 51 卷  第 9 期 潘明诗，等：基于线圈优化设计的黄铜管内表面电磁抛光试验 ·265· 

 

到 0.25 T。如图 5b 所示，采用三端缠绕时，可以使

线圈均匀地分布在铁芯的各个部位，使磁场分布得更

均匀、更强。观察磁场云图可以看出，采用三端缠绕

的方式时，加工区域的磁场强度可以达到 0.30 T。 

加工区域的磁场强度曲线如图 6 所示。在采用三

端缠绕方式时所产生的磁场强度在绝大多数区域大

于采用两端式缠绕时的磁场强度。究其原因，两端线 
 

 
 

图 6  加工区域磁场强度曲线 
Fig.6 Curve of magnetic field intensity  

in processing area 
 

圈产生的磁场相互对冲，使磁感线顺着中部铁芯发散

出去，而采用三端缠绕时，铁芯中部缠绕的线圈起到了

聚拢磁感线、增强磁场的作用，因此三端缠绕方式所产

生的磁场优于两端缠绕方式。在进行实际线圈缠绕时采

用三端缠绕方式，以下研究均基于三端缠绕方式进行。 

2.2.2  线圈通电方式分析 

将电磁铁各区域线圈相继连接，从而形成一个整

体，各部分线圈之间首首相连，或者首尾相连，使 4

个磁极头呈现相邻型、相对型的磁极排布，低频交变

磁场的频率为 3 Hz 时磁性磨粒的自锐性较好[23] ，因

此通过调整变频器的电压和频率，使其在频率 3 Hz

时的电流峰值达到最大值（3 A）。通过 Ansys 软件

对 2 种不同磁极排布方式所产生的磁场进行模拟，模

拟结果如图 7—9 所示。 

通过观察二者的磁场云图（图 7）可以较为清晰

地看出，采用相对型 N–S–N–S 磁极头排布时，管件

的加工区域全部被覆盖于较强的磁场中，磁场强度较

为一致。采用相邻型 N–N–S–S 磁极头排布时，较强

的磁场区域只能覆盖管件部分的加工区域，磁场梯度

变化较大。 

 
 

图 7  不同通电方式的磁场云图 
Fig.7 Magnetic field cloud diagrams of different energization modes: a) relative type; b) adjacent type 

 

 
 

图 8  不同通电方式的磁感应矢量图 
Fig.8 Magnetic induction vector diagram of different energization modes: a) relative type; b) adjacent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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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加工区域磁场梯度的变化情况 
Fig.9 Change of magnetic field gradient in processing area: a) relative type; b) adjacent type 

 
观察二者的磁感应矢量图（图 8）可以看出，采

用相邻型 N–N–S–S 磁极头排布时，在加工区域可以

形成 2 个闭合磁回路，磁性磨粒在其中可以形成 2 个

“磁粒刷”进行工作；采用相对型 N–S–N–S 磁极头

排布时，在加工区域可以形成 4 个闭合磁回路，磁性

磨粒在其中可以形成 4 个“磁粒刷”进行工作。 

由图 9 可以看出，相邻型通电方式与相对型通电

方式相比，在加工区域所产生的磁场强度更大，磁场

梯度变化也更大，而相对型通电方式所产生的磁场虽

然在磁场强度、磁场梯度变化方面不如相邻型通电方

式，但是在加工区域磁场强度较为平均，这也意味着

管件各个加工区域都存在较大的研磨压力。 

在磁粒研磨加工过程中，如果磁场强度大，则磁

力大，所产生的研磨压力也大，能够较快地去除材料

表面缺陷；磁场梯度变化大可以促进磨粒的实时更

新，防止切削刃钝化[24] 。这不仅能够提高材料的去

除速度，还有利于增加磁性磨粒的使用寿命。磁场覆

盖面积越大，意味着有更多的磨粒同时参与加工，提

高了加工效率。2 种通电方式各有利弊，需通过实验

验证其加工效果。 

3  实验过程及结果分析 

3.1  实验条件 

基于低频交变磁场磁粒研磨 H62 黄铜管的实验

条件如表 1 所示，所加工的工件为厚度 1 mm 的 H62

黄铜管，管件的内径和外径分别为 23 mm 和 25 mm，

长度为 150 mm。由于采用的加工方法为研磨加工，

在加工过程中存在发热问题，因此研磨液采用具有良

好散热性的水基研磨液，并且水基研磨液的黏度适

中，且具有一定的润滑性。这样既可以保证在研磨时

有足够的材料去除量，又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划痕[25]。

研磨工具为磁性磨料，磨粒粒径不宜过大。当粒径过

大时，虽然同等时间内去除材料的速度更快，但是很

容易出现过磨现象。当粒径过小时，则会严重影响加

工效率[26]。经过筛选，最终选用粒径为 150 μm 的磨

料，把研磨液和磁性磨料按一定比例混合。在加工一

定时间后，使用 JB–8E 触针式表面粗糙度仪测量研磨

后工件的粗糙度，采用 3D 超景深电子显微镜

（VHX–500F）观察研磨后工件的表面，从而监测管

件内壁的表面质量变化情况。 
 

表 1  实验条件 
Tab.1 Experimental conditions 

Name Specification 

Workpiece material Copper alloy 

Workpiece size/mm ϕ25×150 

Grinding fluid/mL 10 

Processing time/min 6 

AC effective voltage/V 74 

Frequency/Hz 3 

Coil resistance/Ω 24 

Grinding gap/mm 2.5 

 

3.2  实验装置 

实验所需装置由数控车床、电磁装置、检测装置

组成，实验装置示意图如图 10 所示。电磁装置包括

变频器、铜线圈、铁芯等。变频器选用单项变频器，

对 50 Hz 的交流电进行降压调频，将低频电流通入电

磁铁线圈中，在加工区域形成交变磁场。检测装置由

电流表和探针温度计组成，它可以实时检测电磁装置

在加工时的电流和温度的波动情况。 

在实验前，利用机床主轴的三抓卡盘水平夹持

H62 黄铜管，将磁性磨粒与研磨液按一定比例混合后

加入管中。将电磁装置放置在机床可移动刀架上，使

其可以随着刀架进行同步运动，从而实现电磁铁的往

复运动。调整电磁装置的放置高度，使其中心与管件

中心位于水平直线上，确保管件处于磁场的中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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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实验装置 
Fig.10 Schematic diagram of experimental device 

 
进行加工时，三抓卡盘夹持着管件进行旋转运动，电

磁装置进行轴向往复运动，启动变频器电磁铁便产生

了周期性的交变磁场，磁性磨粒不仅在管内跟随电磁

铁进行轴向往复运动，而且还会发生周期性的翻滚，

从而对管件内表面进行光整加工。 

3.3  实验结果 

为了测量方便，将管件剖切开，采用超声波清洗

机进行清洗并吹干，然后用 JB–8E 触针式表面粗糙

度测量仪采集管件内表面的数据。剖切长度为 40 mm，

从距离剖切端面 10~30 mm 区域，每间隔 5 mm 为一

个测量点，对其进行测量，并取平均值，记为原始粗

糙度。在加工时，将剖分的管件粘接起来，内部添加

磁性磨料，每研磨 1.5 min，测量管件内部测量点处

的表面粗糙度，并记录所有数据的平均值。 

采用不同的通电方式研磨 H62 黄铜管，内表面

粗糙度的变化情况如图 11 所示。采用相对型通电方

式研磨 1.5 min，由于管件内壁凹凸不平，在加工过

程中易产生尖点效应，凸起部分在研磨时能够被快速

去除，表面粗糙度快速下降[27] 。继续研磨 3 min，加

工区域磁场强度较弱的问题逐渐凸显。由于磁场强度

较小，导致研磨压力过小，且磁性磨粒在磁场周期性

变化的过程中易受到管件给予的离心力作用，离心力

增大至一定程度后会使磁性磨粒挣脱磁场力的束缚，

并随着管件内壁进行转动，这样就达不到持续去除材

料的目的。 

采用相邻型通电方式所产生的磁场，其磁场强度

较大，研磨压力相对于相对型通电方式更大，这样大

幅提高了去除材料的速度，表面粗糙度显著下降。采

用相邻型通电方式在加工区域所产生的磁场梯度变

化幅度更大，磁性磨粒翻滚得更加剧烈，会促使更多

的切削刃参与加工，这样进一步提高了加工效率。采

用相对型通电方式研磨 6 min 后，H62 黄铜管内的表

面粗糙度从 0.618 μm 下降至 0.373 μm。采用相邻型

通电方式研磨 6 min 后，管件内的表面粗糙度由

0.667 μm 下降至 0.081 μm。可见采用相邻型通电方式

研磨 6 min 后，其表面粗糙度的变化趋于稳定，加工

效率更高。 
 

 
 

图 11  表面粗糙度的变化情况 
Fig.11 Surface roughness changes with time 

 
利用超景深 3D 电子显微镜（VHX–500F）观测

H62 黄铜弯管内表面微观形貌变化，如图 12 所示。 

从图 12a 可以看出，采用传统工艺制成的管件，

内表面存在水平方向的沟状加工纹理、微裂纹、凹坑、

凸棱等原始表面缺陷，且在微裂纹聚集的区域形成了

较深的沟壑。从图 12b 可以看出，采用相对型通电方

式研磨 3 min 后，原始表面上的污垢基本被去除，凹

坑和沟状纹理高度差有所减小。从图 12c 可以看出，

采用相邻型通电方式研磨 3 min 后，管件内表面的沟

状加工纹理和较浅的微裂纹均基本被去除，表面凸棱

的高度差得到大幅改善，部分较深微裂纹去除得不彻

底，其根部的凹坑仍残留在表面。采用相对型通电方

式继续研磨 3 min 后，可以看到工件的磨削效果明显

减弱，管件表面缺陷无法被有效去除，如图 12d 所示。 



·268· 表  面  技  术 2022 年 9 月 

 

 
 

图 12  H62 黄铜管的微观形貌 
Fig.12 Microscopic image of H62 brass tube: a) original surface; b) grinding for 3 min in relative  
energization mode; c) grinding for 3 min in adjacent type energization method; d) grinding 6 min  

in relative energization method; e) grinding 6 min in adjacent energization method 
 

采用相邻型通电方式继续研磨 3 min 后，如图 12e 所

示，微裂纹根部的凹坑已经基本被去除，表面凸棱消

失。管件在进行旋转研磨抛光时，表面不可避免地存

在轻微的竖直方向研磨痕迹，但经过加工后管件的表

面质量得到大幅改善，且由于研磨轨迹的错综复杂，

使得管件内表面在使用过程中不易产生裂纹、凹坑等

缺陷，完全满足使用要求。 

4  结论 

1）在缠绕电磁铁线圈时，三端式线圈分布由于

中间线圈的存在可以有效聚集两端线圈对冲所产生

的磁感线，与两端式线圈分布相比产生的磁场更强。 

2）当管件外部的 4 个磁极头采用 N–N–S–S 分布

时，基于同极性磁极相排斥的原则，形成了 2 个磁场

更强的“磁粒刷”。相斥区域由于磁场强度较弱，使得

整个加工区域的磁场梯度变化较大，磁性磨粒的切削

刃的更新速度更快，加工效果更好。 

3) 在低频交变磁场下，磁感线的方向呈周期性

变化，使磁性磨粒在一定范围内跳动。这样不仅促进

了切削刃的及时更新，提高了加工效率，而且延长了

磁性磨粒的使用寿命。 

4）采用基于低频交变磁场的磁粒研磨法对 H62

黄铜管进行加工时发现，在通入 3 A、3 Hz 的正弦电

流时，采用三端式线圈缠绕方法、N–N–S–S 磁极排布

方式，加工区域的磁场强度相对最大，达到 0.36 T。在

研磨加工 6 min 后，H62 黄铜管的内表面粗糙度从 Ra 

0.667 μm 降至 Ra 0.081 μm，并获得了较好的表面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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