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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铸造是装备制造的基础。
铸件品质的优劣，直接影响到装备的技术性能、服役寿命和使用安全。
进入21世纪，我国铸件产量已居世界首位，2008年铸件产量达3350万t。
因此，铸件的废品哪怕只占1％，也达33万t之巨。
而且，若铸件存在缺陷，即使没达到废品的水平，也会降低铸件的等级，故控制铸件缺陷有着重大的
经济意义。
　　我国的铸造工作者对铸件缺陷的分析与研究一直都非常重视，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但由于解决的难度太大，此工作还得持续下去。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解决铸件缺陷的关键技术，既与厂家利益息息相关，
又是厂家竞争力的体现，因而该技术的交流受到制约。
　　适应这一现状，本书较为系统地介绍了铸件内部缺陷的类型、特征、成因与防止措施。
既讨论缺陷的一些共性问题，也分别对每种铸造合金生产的铸件缺陷进行论述。
除了介绍传统的检测铸件缺陷的方法外，还介绍了先进的检测手段，如扫描电镜、能谱分析、透射电
镜以及俄歇探针等，使得对铸件缺陷有更深的认知。
本书广泛地介绍了工厂解决铸件缺陷的经验与效果，并提出了防止铸件缺陷产生的措施，从而更具针
对性和可操作性。
同时，列出相应的参考文献，供读者对所关心的问题作进一步的查询。
　　本书可供铸造工程技术人员、相关管理人员和高级技术工人使用，也可供相关专业的大专院校师
生参考。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张承甫教授、王文清教授的指导和帮助，还得到了冯胜山研究员、熊艳
才研究员的支持和帮助。
在此，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同时，还要感谢本书引用参考文献的作者，对他们辛勤劳动取得的丰硕成果和对铸造技术作出的贡献
表示深深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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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介绍了铸件内在缺陷的类型、特征、形成原因和防止措施，内容包括：铸件缺陷分类及其分
析手段、铸件缺陷的形成因素、铸件缺陷的分析方法、灰铸铁件的缺陷与防止、球墨铸铁件的缺陷与
防止、高铬白口铸铁件的缺陷与防止、铸钢件的缺陷与防止、铝硅合金铸件的缺陷与防止。
书中配以大量的图表与实例，广泛介绍了生产一线的技术人员在解决铸件缺陷方面所取得的经验与成
果，具有较强的实用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本书可供铸造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人员、高级技术工人使用，也可供相关专业在校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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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4.3 化学成分分析　　铸造合金的化学成分分析分为常规化学分析和仪器分析两大类。
　　1.常规化学分析　　常规化学分析方法又称为湿法化学分析。
它是以定量的化学反应及其计量关系为基础，样品通过溶解或熔融的方法，使样品中的元素分解。
然后，通过重量分析法、滴定分析法和分光光度法，确定样品的成分及其含量。
　　（1）重量分析法其基本原理是：根据反应生成物的重量（或体积），来确定被测定样品所含的
化学成分中某一组元的具体含量。
因此，先将被测的组元，以沉淀、汽化或电解的方式，从试样中分离出来，然后称重，从而获得该项
组元的数值。
　　其特点是：它不依靠基准物质作标准，测量数据全部由天平称量，准确度高；它适用于无标样的
分析，或者高准确度的中含量的组分分析；对于用其他分析方法存在争议，则最终采用该法作仲裁分
析。
该法主要缺点是操作繁琐，而且需较长的时间。
　　（2）分光光度法其基本原理是：利用物质溶解的颜色和浓度的关系，来测量样品中某一组元的
含量。
若其光源是用特定波长的光，并通过滤光片获得，该方法称为比色法。
若光源通过棱光或光栅获得，该项测量方法称为分光光度法。
　　该法的特点是：灵敏度高，可测量样品中组元的质量分数至0.01％；测定速度快，只需几十分钟
甚至于10min内完成；可检测的元素多，几乎覆盖铸造合金常遇到的元素，还可用于炉前检验。
　　（3）滴定分析法其基本原理是：采用容量分析，依据化学反应的当量定律，将已确定浓度的试
剂，以滴定的方式逐渐加到含有被测试样的溶液中，直至反应完全。
由于反应是按一定的化学方程式定量进行的，故可按标准试剂的用量及其浓度，计算出被测物质的某
一组元，这一过程称为滴定分析。
　　该法的特点是：与重量分析法相比，无需经过沉淀、过滤、洗涤、灼烧等操作过程，可在几分钟
内完成一次测定，简便快速；与分光光度法相比，适宜测量元素的质量分数的范围为l％～10％，而前
者适宜元素的质量分数在1％以下；该法无需专门的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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