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光学蓝宝石简明指南 

蓝宝石是一般使用的最硬的光学材料之一，仅次于钻石。 

这里我们讨论一些性质。我们相信这些观点是正确的，但它们仅仅代表了我们多年来从众多

从业者那里收集到的线索。 

结晶度:蓝宝石具有轻微的双折射性，因此对于关键的光学或机械应用，晶体应指定为“零

度”或“C 向切割”，这意味着材料的光轴应垂直于窗口的平面。如果未指定，材料将是随

机切割，但值得注意的是，实际加工中切割几乎总是沿着与光轴夹角 60°，因为这是“最

软”的切割方向（主要原因是所有的蓝宝石都是单晶，在切割中总是尽量避免亚损伤）。 

 

C-plane (0,0,0,1) = Z-cut 

A-plane (1,1,-2,0) = Y-cut 

M-Plane (1,0,-1,0) = X-cut 

R-Plane (1,0,-1,0) 

业内似乎无法就蓝宝石的热膨胀系数达成一致，给出了 5.6

到 8.4  x  10‐ 6k 的数字。虽然由于生长方式的不同，当然也由

于切割的轴向的不同，可能会有一些变化，但这种变化是无

法解释的。 

晶体生长:许多小直径的蓝宝石是在瑞士通过火焰法生长工艺生产的，通过在晶体的中心

引入了一个天然的蓝宝石或籽晶。因为容易开裂成两半，所以看起来像半个圆柱，通常用于

直径小于 20 毫米的窗口。参见后面关于 UV 性能的说明。 

更大的晶体是在美国通过一种热交换的专利方法生产出来的。在这些大型晶体的情况下，根

据生长完整性从晶体中划定了三个等级。这些等级中的前两个可能是最好的(也是最昂贵的)。

蓝宝石也用导模法工艺生产的，这种工艺产量很大，但是产品是最低光学质量的标准厚度薄

片。 

抛光:蓝宝石可以抛光到很高的标准，但由于它的硬度，抛光过程必须给予很高的压力。因

此，如果要求良好的平整度，窗口厚度应至少为直径的 10%。 

透射特性:蓝宝石在红外中的使用限制在 5μm 左右，任何光学等级都没有问题。在紫外线

范围内，必须谨慎观察，因为从140纳米到240纳米的传输对少量杂质和能隙空位非常敏感。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有迹象表明，蓝宝石晶体制造商可获得的原材料质量（氧化铝）

可能已经恶化，并加剧了这一问题，但这尚未得到证实。普通材料在 160 纳米到 240 纳米之

间的紫外线表现很差，尽管上面提到的瑞士半圆柱制成的小窗口通常具有良好的透射性。 

除了杂质的考虑外，UV 差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能隙空位导致 205nm 处的广泛吸收。即使是最

高光学质量的材料，从最纯净的原料中生长出来，如果没有进一步的处理，也不能提供最好

的紫外线透射率。有一个将普通材料转化为紫外线等级的处理过程。这一过程的细节通常是

保密的，但可以推测，该过程涉及热处理，以消除能隙。因此，除非正确地使用最好的热处

理，否则将窗口密封到安装件中会降低紫外线性能。 

这代表了我们目前最好的理解，并不代表全面。由于使用此数据表而导致的错误指定材料所引起的任何问题，和宸晶体

不承担任何责任。材料的适用性必须在订购时确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