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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材料类本科专业主干课程的教材。

　
本书系统地介绍了钢铁材料的合金化原理，包括合金元素和铁及碳作用、合金元素在各类相变过程中
的作用、合金元素对材料强化和韧化的影响、合金钢工艺性能特点、环境协调性金属材料设计概念等
内容。
围绕材料成分工艺组织性能应用的主线，介绍了各类机械制造结构钢、工模具钢、特殊性能钢、铸铁
等常用钢铁材料和铝、铜、钛、镁等有色金属合金典型材料。
根据材料的发展，介绍了一些比较成熟的新型金属材料，如金属功能材料、金属基复合材料、金属间
化合物结构材料等。
在内容上尽可能地突显材料科学中的辩证分析思维和强韧矛盾的演化。
该教材具有综合性、应用性和新颖性的特点。

　 本书既可以作为材料类本科专业的教材，也可以供研究生和从事材料科学与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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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7 双相钢 在低合金高强度钢中有一类要求具有足够的冲压成型性，称为低合金冲
压钢。
传统的低合金高强度钢难以满足这方面的要求，因此发展了双相低合金高强度钢。
 所谓的双相低合金高强度钢是指显微组织主要由铁素体和5％～20％（体积分数）的马氏体所组成的
钢。
在实际生产中，钢的组织中还包含少量的贝氏体和脱溶的碳化物。
 这种铁素体+马氏体组织组成的钢，由于基体为铁素体，可以保证钢具备良好的塑性、韧度和冲压成
型性，一定的马氏体可以保证提高钢的强度。
因此双相低合金高强度钢具有：①低的屈服强度，且是连续屈服，无屈服平台和上、下屈服；②均匀
的延伸率和总的延伸率较大，冷加工性能好；③塑性变形比7值很高；④加工硬化率n值大。
 根据双相钢的生产工艺（见图2.7），双相钢又分为两种：热处理双相钢和热轧双相钢。
 热处理双相钢工艺又称亚临界温度退火。
将热轧的板材或冷轧的薄板在两相区（γ+α）加热退火，在铁素体的基体上形成一定数量的奥氏体
，然后空冷或快冷，得到铁素体+马氏体组织。
其化学成分可以在很大范围内变动，从普通低碳钢到低合金钢均可。
当钢长时间在（γ+α）两相区退火时，合金元素将在奥氏体与铁素体之间重新分配，C、Mn等奥氏
体形成元素富集于奥氏体中，提高了过冷奥氏体稳定性，抑制了珠光体转变，在空冷条件下即能转变
成马氏体。
这里要控制退火温度，以控制奥氏体量和奥氏体中合金元素的浓度。
若采用>1.0％Mn（质量分数，下同）和0.5％～0.6％Si的低碳低合金钢，在生产工艺上更容易得到双相
钢。
 热轧双相钢工艺，是指在热状态下，通过控制冷却得到铁素体+马氏体的双相组织。
这就要求钢在热轧后从奥氏体状态时冷却，首先形成70％～80％（体积分数）的多边形铁素体，然后
未转变的奥氏体因富集碳和其他合金元素而具有足够的稳定性，使它不发生珠光体和贝氏体转变，冷
却时直接转变为马氏体。
这就要求从合金元素量和风冷速度上来控制。
这类钢比一般的低合金高强度钢含较高的si、Cr、M0等合金元素，一般化学成分（质量分数）为
：0.04％～0.10％C，0.8％～1.8％Mn，0.9％～1.5％Si，0.3％～0.4％M0，0.4％～0.6％Cr，以及微合金
元素钒等。
生产工艺为：1150～1250℃加热，870～925℃终轧，空冷到455～635℃卷取。
极低碳和合金元素硅是为了提高钢的临界点A3，促使形成较多含量的多边形先共析铁素体。
锰、钼、铬等提高钢淬透性的元素是为了防止卷取时剩余奥氏体转变为珠光体和贝氏体，最终冷却得
到马氏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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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金属材料学(第2版)》既可以作为材料类本科专业的教材，也
可以供研究生和从事材料科学与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金属材料学>>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