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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国技工院校“十二五”系列规划教材：金属材料与热处理》为全国技工院校“十二五”系列
规划教材，采用最新国家标准，其知识体系科学完整，章节编排符合循序渐进的认知规律，便于学习
掌握。
从名词术语到热处理的基本原理，从理论知识到实训项目，本书均力求学以致用，以便理论指导实践
。
　　《全国技工院校“十二五”系列规划教材：金属材料与热处理》共分9章，主要内容包括金属的
性能、金属的晶体结构与结晶、金属的塑性变形、铁碳合金、碳素钢、钢的热处理、合金钢、铸铁、
有色金属及硬质合金。
　　本书可供技工院校机械类冷、热加工专业师生使用，也可作为职业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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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3.奥氏体成分的均匀化 奥氏体转变刚结束时，原来渗碳体处含碳的质量分数较高，
而在原来铁素体处含碳的质量分数较低，这样会造成奥氏体成分不均匀，因此需要保温一定时间，通
过碳原子扩散使奥氏体成分均匀化。
 亚共析钢和过共析钢的奥氏体形成过程与共析钢基本相同。
 亚共析钢在室温平衡状态下的组织为珠光体和铁素体，当加热到Ac1温度以上时，珠光体转变为奥氏
体，铁素体开始向奥氏体转变。
在Ac1—Ac3温度之间为奥氏体+铁素体，这部分铁素体只有继续加热到Ac3温度时才能完全消失，全部
组织为奥氏体。
 过共析钢在室温平衡状态下的组织为珠光体和二次渗碳体，其中二次渗碳体往往呈网状分布。
当缓慢加热到Ac1温度以上时，珠光体转变为奥氏体，成为奥氏体和渗碳体的组织。
在温度超过Accm时，渗碳体完全溶解，全部组织为奥氏体，此时奥氏体晶粒已经粗化。
 6.2.2 奥氏体晶粒的长大 当珠光体向奥氏体转变刚刚完成时，奥氏体晶粒是比较细小的。
这是由于珠光体内铁素体和渗碳体的相界面很多，有利于形成数目众多的奥氏体晶核。
不论原来钢的晶粒是粗或是细，通过加热时的奥氏体化，都能得到细小晶粒的奥氏体。
但是随着加热温度的升高和保温时间的延长，奥氏体晶粒会自发地长大。
加热温度越高，保温时间越长，奥氏体晶粒越大。
晶粒的长大是依靠较大晶粒吞并较小晶粒和晶界迁移的方式进行的。
 6.2.3 影响奥氏体晶粒长大的因素 1.奥氏体晶粒度的概念 晶粒度是表示晶粒大小的一种尺度。
根据奥氏体形成过程和晶粒长大情况不同，可将奥氏体晶粒度分为起始晶粒度、实际晶粒度和本质晶
粒度。
 （1）起始晶粒度起始晶粒度是指珠光体刚刚全部转变为奥氏体时的奥氏体晶粒度。
一般情况是，奥氏体的起始晶粒比较细小，在继续加热或保温时，它就要长大。
 （2）实际晶粒度实际晶粒度是指钢在某一具体的热处理或加热条件下实际获得的奥氏体晶粒度，它
的大小直接影响钢件的性能。
实际晶粒一般总比起始晶粒大，因为在热处理牛产中，通常都有一个升温和保温阶段，就在这段时间
内，晶粒有了不同程度的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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