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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内容共包括3篇：第1篇为合金相图概论，扼要叙述了相图原理和相图构成的基本规则；第2篇
是三元合金相图集，收集了至2011年初为止，文献发表过的三元合金相图液相限近千幅；第3篇用元素
周期表的图示方法列出了合金元素的物理、化学和力学性质的有关数据。

　　本书可供工程技术、材料科学、物理、化学等有关领域的学者和技术人员和高等学校有关学科的
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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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获取三元合金多温相图的实验方法和获取二元合金相图的方法没有两样。
通常是获取不同位置的多温截面，然后将多个多温截面拼凑成完整的立体三角棱柱相图。
这种研究工作量极大，对个别多温截面的报道并不少，但鲜见有此类立体相图的全面报道。
通常更多的报道只是研究体系的液相限，用热分析方法获取多个截面的液相限，联系侧边的二元系，
画出三元相图液相限的投影。
另外常见的报道是不同温度的三角等温截面。
因为温度恒定，就谈不上用热分析方法了。
通常根据侧边二元系相图的布局，构思出三元等温截面中相边界可能的走向，然后据此熔制不同组成
的多个试样。
经过长时期退火达到平衡后，再经过淬火处理以保持该温度平衡的物相，用X只D相分析，光学或电子
显微镜分析或其他的相分析方法判断该组成试样的相组成，是由哪些相的单相、两相还是三相所构成
，从而画出该温度下的相边界，最后得出等温截面图。
无论制作多温截面还是等温截面图，总是根据三个侧边已确定的二元系相图，联系本章各节所述的原
理，构思出本截面的轮廓图，再以实验获得相变点的数据与轮廓图进行比对和合理地修订，最后得出
结论性的截面图。
没有构思截面轮廓图的知识，便无法使看来杂乱无章，更带有误差的实验数据构成截面图。
在全固相中，相平衡的表达几乎全是用的等温截面方法。
常用的方法和上面叙述的等温相图方法完全相同，不过这时在等温图中不可能出现有液相参与的相区
罢了。
如果体系中各个组元和赝组元间都完全不生成固溶体或有限固溶体，那么固相等温相图的工作就相对
较为简单，因为除了三个组元以外，在液相限上出现的固液同分化合物以及固液异分化合物，不管是
侧边上二元的还是体系中三元的化合物，冷却到全固态时几乎都会依然稳定存在，留下的问题完全就
像图4.28d所示“三元系的副分”那样，判断并画出哪些是稳定的相边界就行了。
此外，如果三个组元生成连续的固溶体，全固相的等温相图就更为简单，显然就是一块空白的三角形
，也无需细作研究和报道了。
问题在于在连续固溶体的全固相中往往在较低的温度下又会分裂出不同的相区，甚至出现新的化合物
，当等温截面所取的温度有可能正好截到这些新相区时，相图的实验工作就不可以掉以轻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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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三元合金相图手册》特色：选录了文献中发表过的近千幅三元合金相图，便于读者查阅。
概略叙述了必要的相图基础，对初涉相图的读者有所帮助。
列出了金属元素的物理、化学和力学性质，便于读者分析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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