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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书共分4章，第1章为铸铁合金，介绍了铸铁的结晶与组织的形成、灰口铸铁、球墨铸铁、蠕墨铸铁
和特种铸铁。
重点是铸铁的凝固及组织形成与控制的基本理论。
第2章为铸钢，阐述了铸造碳钢、铸造低合金钢和铸造高合金钢的化学成分、组织与性能以及铸钢的
热处理。
第3章为铸造有色合金，阐述了铸造铝合金、铸造铜合金、铸造镁合金、铸造锌合金的合金牌号、化
学成分、组织与性能控制等。
第4章为铸造金属的冶炼和精炼，主要介绍了冲天炉熔炼、电弧炉炼钢、感应电炉熔炼的原理以及铸
铁、铸钢熔液的炉外精炼和铸造有色合金的精炼。
     本教材可作为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铸造方向或铸造专业的本科生教材，也可作为从事特种铸造
技术开发与生产的技术人员的参考书或企业继续教育的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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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片层是平行的。
这些结构单元一般叫珠光体领域，见图1-27（b）。
往往观察到珠光体团只向相邻晶粒中的一个晶粒内长大[图1-27（a）]。
共析组织除层片状结构外，亦有例外，如粒状珠光体就是一例。
　　2）形核在铸铁中究竟哪个相先析出成为珠光体的核心，未见确切报道。
从铸铁实际情况出发，到达共析温度后，铸铁中除奥氏体外，尚有石墨（灰铸铁）或共晶渗碳体（白
口铸铁）两种情况，因而可推论，在不同情况下可能亦会有不同的相先析出。
如对于白口铸铁，共析转变时可能由Fe3C领先析出，对于灰铸铁，则先由奥氏体中发生碳的脱溶，然
后析出铁素体，进而进人共析阶段，这可由石墨边上经常有一薄层铁素体以及D型石墨铸铁往往易得
大量铁素体基体而得到间接的证实。
　　共析转变常在奥氏体的界面或奥氏体／石墨界面上形核，先析出的领先相和奥氏体之间有一定的
晶体学位向关系。
一个相形成后，其邻近的奥氏体中碳的浓度将发生改变，引起碳原子的界面扩散，为第二相的析出创
造了条件，由于铁素体和渗碳体存在着晶体学位向关系，因而认为珠光体转变时这种形核方式是可信
的。
　　3）生长一旦渗碳体或铁素体从奥氏体界面上并向奥氏体相内生成后，就开始生长。
在渗碳体或铁素体同时生长的过程中，各自的前沿和侧面分别有铁和碳的富集。
在生长前沿产生溶质元素的交替扩散，使晶体生长，生长时不但有向前生长，而且有通过搭桥或分枝
的方式沿其侧面交替地生长，形成新片层，最后形成团状共析领域。
在一个共析领域中，所有铁素体和渗碳体片分别属于两个彼此穿插的、有一定位向关系的单晶体。
　　共析转变时还有一个特点，先析出的领先相虽然长自与晶核有位向关系的某个奥氏体晶体，却长
入与它们无特定位向关系的另一个奥氏体晶粒中[见图1-27（a）]。
　　共析转变产物层片间的间距与转变温度有关，转变温度降低，层片间距变小，转变产物就由粗片
状的珠光体逐渐过渡到细片状珠光体（索氏体）及极细片状珠光体（托氏体）。
　　共析转变的速率亦随转变温度的不同而改变，过冷度增大会使共析领域生长加快，但是扩散系数
却随温度的下降而减小，所以共桥转变的速率并不随温度的下降而单调地增高，低于一定温度后就转
为减慢，故其等温转变曲线具有C形曲线的特征。
　　在一般成分的或低合金灰铸铁中，共析转变主要是珠光体转变，但在蠕墨铸铁、D型石墨灰铸铁
以及铸态铁素体球墨铸铁中的共析转变则有其自己的特点，其中一个共同而主要的原因是其共晶石墨
的特点（分枝频繁、细化石墨量较多、石墨球较细等），影响到共析转化过程，由于石墨密集，奥氏
体中的碳极易脱溶而堆积到共晶石墨上去，而奥氏体中的碳扩散出去后就很易在奥氏体或奥氏体／石
墨的界面上析出铁素体的核心，随着过程的进行，不断析出石墨及铁素体，使最后的基体成为以铁素
体为主的组织。
这些铸铁大多数都有硅较高、锰较低的特点，因此，共析转变的平衡温度较高，更有利于扩散过程的
进行，因而更易得到以铁素体为主的铸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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