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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2000年以来，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跨入了快车道，每年均以两位数的速度快速增长。
2006年中国汽车产量已达728万辆，2007年超过880万辆，中国汽车产量已进入世界产销大国的行列，
其汽车保有量近5000万辆与此同时，世界汽车产量也在较快增长，2006年产量已超过7000万辆，汽车
保有量已超过5亿辆。
汽车产量的持续攀升，汽车保有量的增加，由此而造就的汽车文明和该文明所蕴藏的深刻的内涵，在
对人类社会产生深刻影响的同时，也产生了三大社会问题：燃油消耗、排放和安全。
而减少燃油消耗和降低排放的有效途径是汽车轻量化，大量的实验结果表明：乘用车自重每减轻10%
，则油耗下降6%一8%。
对全顺车的系统实验表明：在符合欧Ⅳ标准排放下，汽车自重和油耗亦呈线性关系。
但轻量化和汽车安全性是相悖的，既减轻自重实现轻量化而又保证汽车安全的方法就是应用各种高强
度轻量化材料。
20世纪末，面对汽车轻量化的需求和各种轻量化材料的竞争态势，国际钢铁协会组织了34家钢铁企业
和知名汽车公司联合开展了超轻钢车身项目( UL-SABAVC)，项目提出一些典型轿车的白车身的减重目
标为20%，价格与原白车身保持不变，并满足2004年的碰撞安全法规；达到项目目标使原白车身用材
发生了重大变化，高强度从原来白车身用量的5%提高到ULSAB的98%；而在高强度钢和先进高强度钢
的应用中，兼有强度和延性良好匹配的双相钢用量竟达7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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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介绍了双相钢的产生、发展、工业生产和新近应用概况；论述了双相钢的微观结构特征、单轴拉
伸下的变形特性、Bauschinger效应成形性、断裂特性、疲劳和其他工艺性能，以及描述了双相钢变形
特性的连续力学和微观力学模型。
    本书可供冶金企业、机械制造企业、特别是汽车制造企业从事金属材料、热处理和力学性能的科研
或工艺开发的技术人员及高等院校材料专业的师生、研究生阅读或参考。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双相钢>>

书籍目录

1  双相钢的产生与发展  1.1  概述  1.2  汽车工业的发展和低合金高强度钢板的应用  1.3  低合金高强度钢
的发展和双相钢的产生  1.4  双相钢的发展概况  参考文献2  临界区加热时奥氏体的形成  2.1  概述  2.2  临
界区加热时奥氏体的形成    2.2.1  奥氏体形成的观察    2.2.2  奥氏体形成动力学  2.3  临界区加热时奥氏体
的形成模型    2.3.1  奥氏体长大的几何特征    2.3.2  奥氏体形成动力学的计算    2.3.3  奥氏体的长大和合金
元素分配    2.3.4  碳和合金元素在a和y相中的分配及其意义  2.4  影响临界区加热时奥氏体形成的因素   
2.4.1  钢的成分    2.4.2  初始显微组织    2.4.3  热处理工艺  2.5  临界区加热时奥氏体形成图  参考文献3  双
相钢的显微组织  3.1  概述  3.2  双相组织的形貌学    3.2.1  复相组织　　3.2.2  弥散组织    3.2.3  网状组织   
3.2.4　双相组织  3.3　双相钢的显微组织特征    3.3.1  双相钢显微组织的显示方法    3.3.2　光学显微镜观
察时双相钢的显微组织特    3.3.3  扫描电镜观察时双相钢的显微组织特征    3.3.4　透射电镜观察时双相
钢的显微组织特征  3.4　双相钢显微组织参数的定量测试方法    3.4.1  马氏体体积分数的测定    3.4.2　马
氏体岛大小的测定  3.5　影响双相钢显微组织特征的因素    3.5.1  合金元素    3.5.2　临界区加热温度   
3.5.3　加热后冷却速率    3.5.4  热轧工艺    3.5.5　轧制变形的影响    3.5.6  临界区加热前组织状态    3.5.7  
回火  3.6　双相钢显微组织的变形  3.7　综述  参考文献4　双相钢在单轴拉伸下的变形特性  4.1　概述 
4.2　单轴拉伸下的变形特性参量    4.2.1  应力应变曲线    4.2.2  真应力真应变曲线    4.2.3  加工硬化和塑
性失稳    4.2.4　塑性应变各向异性比    4.2.5　影响单轴拉伸试验时流变特性的因素　4.3　双相钢单轴
拉伸时的变形特性    4.3.1  双相钢的工程应力应变曲线    4.3.2　双相钢的真应力真应变曲线    4.3.3　双
相钢的屈服特性　　　　⋯⋯5  描述双相钢变形特性的模型6  双相钢中的包辛格效应和矫顽力7  双相
钢的成形性8  双相钢的断裂特性9  双相钢的其他性能10  双相钢和其他高强度钢性能的对比11  双相钢
的工业生产和应用附录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双相钢>>

章节摘录

众所周知，除了应用在腐蚀性的环境之外，人们希望结构钢应具有的主要性能是强度、韧性和延性[1]
。
但这些性能往往不能同时令人满意，其主要原因是强度与延性的关系通常是相互矛盾的，即强度的升
高往往降低或牺牲其他性能；而韧性和延性的改善，常伴随着强度的下降。
解决这些相互矛盾的性能最优化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应用复合材料概念进行合金设计。
这一方法的基本原理是利用一个复合物，依靠这个复合物使得各相的优点尽可能得到发挥，同时使它
们的缺点由于其他相的存在而减少或消除。
第二相的大小、分布、形状和体积分数影响和控制着复合物或双相组织的力学性能，这在一定程度上
提供了达到最佳力学性能状态的冶金灵活性，这种灵活性在单相结构和许多沉淀强化材料中是不存在
的。
双相钢就是在这种原理指导下进行合金设计的一个实例。
这类钢因强韧的马氏体（承载组分）引入到高延性的铁索体中而强化。
铁素体赋予这类钢高的延性。
两相的比例则要视对双相钢综合性能的要求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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