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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钢中缺陷的超声波定性探伤（第2版）》共分14章。
第1～4章介绍了钢中主要缺陷（裂纹、白点、缩孔、夹杂物等）的特征、分布规律、形成原因以及预
防措施，第5章介绍了超声波探伤的基础知识，第6～11章介绍了钢中各种缺陷的超声波定性探伤方法
，第12章综合介绍了各种缺陷的波形特征及超声波探伤定性图解，第13、14章介绍了对高铁、核电、
风电等新型产业超声波探伤的内容。
《钢中缺陷的超声波定性探伤（第2版）》可供从事探伤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阅读，可作为无损探伤
专业的参考书，其中第1—4章也可供从事金相热处理工作的技术人员了解钢中缺陷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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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4.3.2晶粒粗大及其影响因素 4.3.2.1本质细晶粒钢与本质粗晶粒钢 按照我国的习惯，
把钢的本质晶粒度达到评级图中5～8级范围的，叫做本质细晶粒钢；如达到评级图的1～4级者，则叫
做本质粗晶粒钢。
钢的本质晶粒度是热处理工艺性能的一个重要指标。
本质细晶粒钢不易因温度过高而长大，所以淬火温度较宽，同时本质细晶粒钢也可在较高温度下轧压
、锻造，并可在较高温度终止轧压、锻造，而不会产生粗晶组织；此外，本质细晶粒钢可以在930
～950℃以下加热不至于晶粒长得过大，从而渗碳后可直接淬火。
对本质粗晶粒钢，则必须很好地控制加热温度，防止因过热而引起奥氏体粗化。
 钢的本质晶粒度的大小，主要决定于炼钢时的脱氧制度。
若用硅铁或锰铁脱氧，则钢的奥氏体晶粒的粗化趋向大，所炼的钢多半是本质粗晶粒钢。
若用铝脱氧，其结果相反，获得的是本质细晶粒钢。
因为铝与钢水中的氧及氮形成了高熔点的Al2O3或AlxNy质点，它们虽然能部分地溶于钢水内，但在结
晶的过程及在随后的冷却中，便会呈极细小的超显微质点析出，所析出的这些细微质点主要是位于晶
界，因而能机械地阻碍晶粒长大。
若把温度升得很高，当铝的氧化物及氮化物一旦溶人了奥氏体中，就会失去其阻止晶粒长大的作用，
奥氏体晶粒便会急剧地长大。
 4.3.2.2钢的化学成分对奥氏体粗化温度的影响 温度上升，奥氏体晶粒长大，本质细晶粒钢的粗化温度
较高，本质粗晶粒钢粗化温度较低。
钢的化学成分也对晶粒粗化温度有很大的影响。
例如Al、Ti、zr、Nb、V、Mo、W等形成难溶于奥氏体的细小氮化物或碳化物元素，通常使晶粒粗化
温度升高。
资料介绍，当钢中铝总量为0.021％时，铬钼渗碳钢的晶粒粗化温度约为900℃，而铝总量增加到0.055
％时，则该温度上升到约1050℃。
 4.3.2.3加热温度及保温时间对奥氏体晶粒度的影响 提高加热温度及延长保温时间都能促使奥氏体晶粒
长大。
无论是本质细晶粒钢还是本质粗晶粒钢，如果加热温度过高，晶粒都会变得粗大。
亚共析钢加热稍高于Ac1时奥氏体在珠光体内开始形成，刚形成的奥氏体晶粒很细，高于Ac3后则逐渐
长大，如果继续加热，当温度高出Ac3100～200℃时，钢便产生过热，这时的晶粒变得很粗大。
钢中含碳量愈高，晶粒长大倾向愈大。
可见碳是促使钢晶粒长大的元素。
但是碳若是以未溶的碳化物形式存在时，往往又能机械地阻碍奥氏体晶粒长大。
如果过共析钢加热高于Ac1；在温度较高未溶碳化物成为数目不多的孤立小颗粒时，其机械阻碍作用
大为减弱，奥氏体容易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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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钢中缺陷的超声波定性探伤(第2版)》目的是让从事探伤的人员了解并掌握钢中各类缺陷的特征、分
布规律，以便使缺陷与超声波探伤信息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从而对缺陷进行定性判断。
《钢中缺陷的超声波定性探伤(第2版)》以大量的解剖实例为基础，详细分析了A型仪器探测各类缺陷
的方法和波形特征，附有大量的波形照片及缺陷实况图片，并介绍了超声波探伤定性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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