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pplied Physics 应用物理, 2023, 13(11), 430-438 
Published Online November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pp 
https://doi.org/10.12677/app.2023.1311046    

文章引用: 徐一峰, 李锦然, 梁睿轩, 汤如俊, 彭斌, 张万里. 金属电学针尖杨氏模量高温特性研究[J]. 应用物理, 
2023, 13(11): 430-438. DOI: 10.12677/app.2023.1311046 

 
 

金属电学针尖杨氏模量高温特性研究 

徐一峰1*#，李锦然1*，梁睿轩2，汤如俊1#，彭  斌3，张万里3 
1苏州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江苏 苏州 
2苏州大学，能源学院，江苏 苏州 
3电子科技大学，电子薄膜与集成器件国家重点实验室，四川 成都 
 
收稿日期：2023年9月28日；录用日期：2023年11月7日；发布日期：2023年11月15日 

 
 

 
摘  要 

在航天航空等极端条件中部分电学器件需要在高温段工作，器件材料需要通过高温探针台进行性能测试，

金属电学探针在高温下的物理性能变化对测试结果可能会有显著影响。因此，掌握金属探针的高温物理

特性很重要。本文基于通过有限元法计算了金属探针的杨氏模量在高温情况下的变化特性。研究结果表

明金属针尖的温度随时间变化呈非线性上升关系，并逐渐趋于饱和。针尖的杨氏模量随着温度的升高而

近似线性下降。同时发现，杨氏模量的下降与针尖的位置有关系。杨氏模量下降代表金属探针越易发生

形变。因此，在高温测试前期的准备中，需要对探针进行预加热来减少探针的伸长的影响，最终需寻找

一个探针位置的平衡点以降低探针形变对实验结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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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extreme conditions such as aerospace, some electrical devices need to work in the high-temperature 
range, and the material of the device needs to be tested through a high-temperature probe plat-
form. The physical performance changes of metal electrical probes at high temperatures may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test results. Therefore, it is important to master the high-temperature 
physical properties of metal probes.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calculation of the variation cha-
racteristics of Young’s modulus of metal probes under high-temperature conditions using the fi-
nite element method. The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temperature of the metal needle tip 
exhibits a nonlinear upward relationship with time and gradually approaches saturation. The 
Young’s modulus of the needle tip decreases approximately linearly with increasing temperature. 
It was also found that the decrease in Young’s modulus is related to the position of the needle tip. 
The decrease in Young’s modulus indicates that the metal probe is more prone to deformation. 
Therefore, in the preparation for high-temperature testing, it is necessary to preheat the probe to 
reduce the impact of probe elongation, and ultimately find a balance point for the probe position 
to reduce the impact of probe deformation on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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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航空航天材料的结构性能越来越受到关注，航空发动机中的零部件需要在发动机运转时处在高温、

高转速、高压的极端环境下安全工作[1] [2] [3]。为了研究出更符合此极端环境下的结构材料，需要材料

在高温探针台中进行测试[4] [5] [6] [7]。而高温探台中的金属电学探针在高温下的物理性能对测试结果有

影响，其中探针的杨氏模量影响尤其明显[8] [9]。 
杨氏模量又称弹性模量。是宏观上描述物体受外作用力作用时，其抗形变的能力的物理量。测量材

料的杨氏模量对于研究材料的力学特性有着重要的意义：无论是静态下固体的受力分析，还是研究力学

的动态特性，都需要测量杨氏模量。杨氏模量不仅与材料本身参数相关，例如熔点和线性膨胀系数；还

与材料的制作工艺和工作环境等因素有关[10] [11]。 
目前，得益于社会飞速发展，材料能在更高的温度工作，但是高温测量杨氏模量非常困难。因此本

文就杨氏模量在仿真模拟实验平台进行温度与杨氏模量的研究，即高温下材料不同位置的杨氏模量的变

化规律，并且为高温探针台的探针受温度的影响和力学特性的变化提供一定的参考[12] [13]。 

2. 理论模型 

2.1. 信号频率的影响 

图 1 为金属探针的结构图，探针长 70 mm，针杆半径 2.5 mm，针尖顶半径为 0.1 mm。材料为钨钢。

考虑到探针主要受温度和作用力影响，其具体参数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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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Structure diagram of metal probe 
图 1. 金属探针结构图 

 
Table 1. Specific parameters of metal probes 
表 1. 金属探针的具体参数 

材料类别 导热系数/(W/(m⋅K)) 泊松比 λ 密度/(g⁄cm3) 

钨钢 110 0.28 15.63 

2.2. 网格划分及其精准性 

采用 COMSOL 自带的网格划分功能，序列类型选择物理场控制网格，单元大小为超细化；共生成

27,163 个单元，并用该网格进行独立性检验(质量越接近 1 计算结果越准确)。平均单元质量为 0.67，能在

有限元分析计算中得到较为精准的结果[14]。 

2.3. 计算假设 

为了模拟金属探针在实验中准确的环境条件，采用了固体力学和固体传热两个物理场接口。固体力

学主要分析金属探针在高温环境下受到热应力的影响，计算金属探针的应力分布；固体传热则是模拟金

属探针在高温探针台里测试过程中温度分布情况。 
设置好物理场后，便可在模拟平台进行计算，求解方法通常为有限元法。有限元法是目前最常见、

计算能力强、涉及领域最多的一种工程分析算法。当需要模拟仿真和计算特定的工程问题时，建立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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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和边界条件相对比较简单。但因为模型复杂的几何形状、材料本身的性能参数和对环境因素的考虑，

导致精确解难以求出。于是，求近似解成为了一种可靠的解决途径。 
本文主要探究金属探针的杨氏模量特性，测量杨氏模量需要观察金属探针的小形变。在这类问题中，

运用线弹性有限元法更适合解决问题。金属探针的应力和应变都服从胡可定律的线性关系，微小应变和

小位移具有线性关系。线弹性有限元法预算步骤如下：1) 结构离散化；2) 选择位移插值函数；3) 分析

单元的力学特性；4) 集成所有单元平衡方程，得到整体结构平整方程；5) 由平衡方程求解点位移；6) 单
元应变和应力的计算。 

2.4. 边界条件的确定 

1) 高温探针台的工作温度往往在 1000 摄氏度，金属探针的针尖接触高温物体，尾部则是被固定在

夹具[15] [16]。为了简化模型和减少计算量，设置了整个针尖及倾斜壁为 1000 摄氏度，而不是针尖的顶

端为 1000 摄氏度。因为针尖的顶端的单元数仅为 4 个，温度进行传热需要更长的步长，且热量传递效率

低。故选择将整个针尖设置温度，有较好的温度传热模型，也减少了计算量。尾部则添加了固定的约束

模拟金属探针被固定在夹具上。 
控制方程： 

,p p red
TpC pC u T q Q Q
t

∂
+ ⋅∇ +∇ ⋅ = +

∂
                              (1) 

q k T= − ∇ ,                                         (2) 

式(1)中：p 为金属探针密度，Cp为热容量，T 为温度，为 u 流速场， T∇ 为不同方向的温度梯度， q∇⋅ 为

热传导速率，Q 为热源，Qred为增加热源，式(2)中，q 为热通量矢量场，k 为物质的导热系数，单位均为

国际单位。 
2) 为了更一步简化模型，将不考虑环境温度的变化，环境温度固定在 20 摄氏度。 

2.5. 多物理场的耦合 

COMSOL Multiphysics 除了能建立仿真模型，还能将多个物理场耦合在一起。常见的有固体力学和

固体传热的耦合，简称热固耦合。还有流–固耦合(流体流动–固体力学)。对于本文设计的模拟实验则需

要热固耦合。固体传热方程形式为瞬态，为了模拟金属探针的热传导的过程，设置了在 180 秒内每隔 6
秒就会输出一个结果。通过时间进行一个耦合，结果作为固体力学场的因变量，再和固体传热所设置相

同的间隔计算出结果。固体力学的方程形式为稳态。 

3. 结果与讨论 

3.1. 应力和位移分布和结果分析 

图 2、图 3 表明，当金属探针加热到 1000 摄氏度时，经过 180 s 后金属探针在温度作用下由于不同

位置存在一定的温差产生了热应力，尾部有向外膨胀的趋势。而其他位置整体受到方向向下的应力。在

位移场上，因为尾部固定约束的影响，金属探针有向下的位移。这对应着应力向下的方向，越接近尖端

位移越大。 
见图 4，每个点初始位置为参照点，绘制了不同位置的移动位移图。可以看出最大的位移为 0.23 mm，

而且位移变化趋于稳定。若加热时间增至 360 s 后，定义金属探针的伸长率为某时间点下金属探针的长度

和初始状态的长度，得到图 5。图 5 表明加热到 200 s 时，金属探针伸长率已经稳定为 100.445%，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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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针的长度已稳定。认为金属探针承受温度剧烈的变化，会导致在高温晶圆测试中，探针的伸长会给晶

圆带来异常针痕。所以在测试前要对金属探针进行预加热，来解决升温产生的问题。 
 

 
Figure 2. Stress distribution at 1000 degrees celsius 
图 2. 1000 摄氏度下应力分布  

 

 
Figure 3. Displacement at 1000 degrees celsius 
图 3. 1000 摄氏度下位移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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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Plot of displacement at different positions of the probe over time 
图 4. 探针不同位置的位移随时间的变化图 

 

 
Figure 5. Graph of elongation of metal probes over time 
图 5. 金属探针的伸长率随时间的变化图 

3.2. 温度分布及分析 

设置针尖温度为 1000 摄氏度，模拟金属探针在高温探针台工作 180 s 后温度分布情况。且对距离针

尖 11 mm、20 mm、30 mm、40 mm、50 mm、60 mm、70 mm 处的温度变化规律进行测量，得到图 6。
可以观察到金属探针的温度梯度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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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 The variation of temperature at different positions of the probe over time 
图 6. 探针不同位置的温度随时间的变化规律 

3.3. 杨氏模量计算和变化规律 

在温度的作用下，金属探针受到微小应力和形变。通过模拟出不同位置对应的微小应力和形变，即 
 

 
Figure 7. Changes in Young’s modulus values at different positions of the probe 
图 7. 探针不同位置的杨氏模量值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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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计算出不同位置杨氏模量的数据。杨氏模量计算方程为： 

,E σ
=


                                        (3) 

其中是 E 金属探针的平均应力，单位为 N/m2；ϵ是金属探针平均应变。 
根据杨氏模量的计算方程得出下图。图 7 为金属探针不同位置的杨氏模量在加热过程中的变化曲线

图。 
对比图 6 和图 7 可以得出杨氏模量和温度呈线性关系。随着温度的升高，杨氏模量值逐渐下降。分

析认为杨氏模量随温度升高而下降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温度对分子之间的间距的影响，从而造成分子间引

力作用减弱引起的变化。 
图 8 为金属探针的杨氏模量与温度的关系。 

 

 
Figure 8.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Young’s modulus of metal probes and 
temperature 
图 8. 金属探针杨氏模量与温度之间的关系 

3.4. 模拟结果分析 

通过模拟实验所得出的数据做分析。图 3 表明，越远离针尖一段温度跨度越大，温度变化的速率逐

渐降低。温度分布的不均匀使得金属探针自身产生了热应力和细小的位移，通过分析这两者的数值即可

按照公式计算出不同时间不同位置的杨氏模量值。图 5 表明，随着金属探针温度从常温升高接近 1000 摄

氏度，杨氏模量从常温的 706 GPa 降到了 656 GPa，下降了约 7%。杨氏模量反映的是材料刚性，杨氏模

量越小代表材料刚性差，易发生形变。考虑认为金属探针温度升高，材料内部原子热运动变得更加活跃，

导致分子间的引力作用力下降，从而引起材料刚性变差。因此易形变即杨氏模量逐渐减小。 

4. 总结 

本文基于通过有限元法计算了金属探针的杨氏模量在高温情况下的变化特性。研究结果表明杨氏模

量与加热时间和离针尖距离密切相关。首先，探针温度随时间变化呈非线性上升关系并趋于饱和，杨氏

模量与温度几乎线性相关。其次，距离针尖越远，杨氏模量的下降幅度越大并趋于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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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高温电学测试前期的准备中，需要对探针进行预加热来减少探针伸长的影响，最终需寻找

一个探针位置的平衡点以降低对实验结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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