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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灰铸铁球墨铸铁及其熔炼》是中国铸造协会新世纪铸造专业系列教材之一，介绍了灰铸铁和球
墨铸铁的组织、性能、应用及其熔炼技术，着重论述了近几年灰铸铁、球墨铸铁及其熔炼的发展应用
的新成果，文中还突出介绍了蠕墨铸铁的最新发展。
全书分铸铁的凝固结晶和灰铸铁、球墨铸铁、铸铁熔炼三篇，共十七章。
　　作为铸造工程师认证培训用书，本书可作为普通高等学校和大专院校铸造专业课程教材，还可供
机械工程专业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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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前言绪论第一章 铸铁的凝固结晶及组织形成第一节 铁一碳双重相图一、铁一碳双重相图及其分析
二、Fe-C、Fe-Fe3C双重相图中的基本组成(一)纯铁(二)渗碳体(Fe3C)(三)石墨三、Fe-C、Fe-Fe3C双重
相图中的组成相四、铁一碳一硅准二元相图五、铸铁中常见元素对铁一碳相图上各临界点的影响六、
碳当量和共晶度的意义及表达式第二节 铸铁的一次结晶过程一、铸铁熔液的结构二、石墨的结晶(一)
初析石墨的凝固过程(二)石墨的晶体结构及片状石墨的长大(三)球状石墨的形成(四)蠕虫状石墨的形成
三、初析奥氏体的结晶(一)初析奥氏体枝晶的凝固过程(二)初生奥氏体的形态(三)奥氏体枝晶中的成分
偏析(四)影响奥氏体枝晶数量及粗细的因素四、共晶凝固过程(一)稳定系的共晶转变(二)介稳定系的共
晶转变五、磷共晶的形成第三节 铸铁的固态相变一、奥氏体中碳的脱溶二、铸铁的共析转变(一)形貌(
二)形核(三)生长三、过冷奥氏体的中温及低温转变思考题第二章 灰铸铁的组织及性能第一节 灰铸铁
的金相组织及其对性能的影响一、灰铸铁的金相组织(一)石墨(二)基体(三)碳化物(四)磷共晶(五)共晶
团二、金相组织对性能的影响(一)石墨的影响(二)基体的影响(三)共晶团的影响(四)非金属夹杂物的影
响第二节 灰铸铁的性能一、力学性能(一)抗拉强度(二)断后伸长率(三)抗压强度(四)抗弯强度(五)硬度(
六)拉伸弹性模量(杨氏模量)(七)冲击性能(八)断裂韧度(九)疲劳极限(十)高低温力学性能二、物理性
能(一)密度(二)比热容(三)线膨胀系数(四)热导率(五)电阻率(六)磁性能三、使用性能(一)耐磨性(二)减
振性(三)耐热疲劳性能(四)抗氧化、抗生长性能(五)致密性四、工艺性能(一)铸造性能(二)切削性能(
三)焊补性能第三节 对灰铸铁组织和性能的影响因素一、冷却速度的影响二、化学成分的影响(一)各元
素在铸铁中存在的状态与分布(二)化学成分对灰铸铁组织的影响(三)五个常见元素的影响(四)合金元素
的影响(五)常见微量元素的影响三、其他铸造工艺条件的影响(一)铁液的过热和高温静置的影响(二)孕
育处理的影响(三)气体的影响(四)炉料的影响思考题第三章 灰铸铁件的生产第一节 灰铸铁的标准及合
理选用原则一、灰铸铁的力学性能标准二、灰铸铁力学性能与铸件壁厚的关系⋯⋯第二篇 墨铸铁第三
篇 铁熔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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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另外石墨析出时，相邻近的熔体内贫碳富硅，这会促进奥氏体的形成，更造成共晶相
前沿某些溶质元素或杂质元素的富集。
富集的这些元素，尤其是表面活性元素的存在，导致石墨沿一定的方向迅速生长。
（三）球状石墨的形成一定成分的铁液，经过球化处理，使铁液中硫和氧的含量显著下降，此时球化
元素在铁液中有一定的残留量，这种铸铁在共晶凝固中将形成球状石墨。
用显微镜低倍观察时，球状石墨接近球形；用显微镜高倍观察时，球状石墨则呈多边形轮廓，内部呈
现放射状。
石墨球内部结构具有年轮状的特点，其中可见到白色小点，它被认为是球状石墨借以长大的核心。
从球状石墨的这些结构和外形的特征，结合石墨晶体结构的特点，可以认为球状石墨具有多晶体结构
，从核心向外呈辐射生长。
每个放射角皆由垂直于球的径向而呈相互平行的石墨堆积而成，石墨球就是由大约20～30个这样的锥
体状的石墨单晶体组成。
球状石墨生成的两个必要条件是铁液凝固时必须有较大的过冷度和较大的铁液与石墨间的界面张力。
加人任何一种球化剂（Mg、Ce、Y、La等）都会使铁液的过冷度加大，而且亦会影响到铁液与石墨界
面间的界面张力。
铁液中的硫、氧是表面活性物质，当向铁液中加入球化剂时，球化元素首先与氧、硫发生反应，因而
使铁液中的氧、硫含量降低，表现出使铁液的表面张力升高，同时也使铁液／石墨间界面张力增加，
对球状石墨的生长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因而显示出球化元素的主要作用在于去除表面活性元素（氧、硫）对石墨长成球状的干扰作用。
研究认为，球状石墨可以从熔体中直接析出，这可通过离心浇注时能分离出石墨球、厚大铸件顶面有
石墨球的漂浮等现象得到证实。
试验证实，无论在亚共晶或共晶成分的球墨铸铁中，首批小石墨球在远高于平衡共晶转变温度就已形
成，这是不平衡条件所造成的。
随着温度的下降，有的小石墨球会重新解体，而有的则能长大成球，随着这一过程的进行，又会重新
出现新的小石墨球，说明石墨球的成核可在一定的温度范围内进行。
石墨球能在熔体中单独成长至一定尺寸，然后被奥氏体包围。
所以，石墨球的长大包括两个阶段，即：在熔体中直接析出核心并长大；形成奥氏体外壳，在奥氏体
外壳包围下成长。
在整个共晶转变的相当一段时间内，球状石墨和奥氏体两个相析出的格局是：石墨在先，奥氏体在后
，两个相没有平滑的共同结晶前沿，而且在时间和场合上都是分离的。
球化处理后，一般都要进行孕育处理，以促使石墨的析出和消除自由渗碳体的出现，同时也有利于得
到细小而圆整的石墨球，加上球墨铸铁有离异共晶转变的特点，因而球墨铸铁的共晶团数要比灰铸铁
的高得多，一般要高50～10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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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灰铸铁球墨铸铁及其熔炼》：中国铸造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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