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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金相检验实用技术》变黑组着胡义祥。

　　《金相检验实用技术》主要内容包括：金相检验设备及技术延伸、钢材的宏观检验技术、钢铁材
料的金相检验、非铁金属材料的金相检验、金属热加工过程的缺陷分析、失效分析基础和失效分析案
例。
本书是大连大型钢铁企业、机械装备制造企业的中心实验室及高校金属材料专业中数十年来从事理化
检验，尤其侧重金相检验方面专家的工作经验积累和结晶。

本书包含了丰富的金相图和案例，内容实用，针对性强。

　　《金相检验实用技术》可供金相检验技术人员阅读使用，也可作为相关专业在校师生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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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第1章金相检验设备及技术延伸金相分析是研究材料内部组织结构的主要方法之一，
特别是在金属材料研究领域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金相显微镜是进行显微分析的主要工具，利用金相显微镜在专门制备的试样上观察材料的组织和缺陷
的方法，称为金相显微分析。
显微分析可以观察、研究材料中存在的相的形貌、晶粒大小，以及这些相和非金属夹杂物（氧化物、
硫化物等）在组织中的数量和分布情况等问题，根据材料的组织结构与其化学成分之间的关系，可以
确定各类材料经不同加工工艺处理后的显微组织，并以此判别材料的性能及质量的优劣等。
金相学的诞生已经有一个多世纪了，作为现代金相的重要组成部分及研究方法之一，光学显微镜在金
属材料的宏观和微观检验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尤其以其直观、便捷等特点在金相组织鉴别和缺陷分
析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并已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金相学也在不断充实新的内容和扩大它的领域。
首先，观察手段的改进使金相学起了明显的变化。
随着光学显微技术的发展，从显微镜光学系统的设计到观察方式都有了很大的进步，进一步提高了观
察的效果和效率。
特别是近年来数码影像系统的发展，使影像数字化，并为定量金相分析提供了条件。
目前，它的主要发展趋势是定量金相学，也就是把光学显微镜配上电子计算机，对显微组织的一些特
征进行定量的分析。
同时，针对材料研究的多样化要求，显微镜各种功能的模块化设计为扩展显微镜的功能提供了一个好
的平台，如电动台、加热台等，从而可以非常方便地搭载，为多视场金属夹杂物的评定以及对高温或
低温条件下组织转变的研究提供了便利。
金相分析作为常规检验手段之一，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也促使显微镜的自动化程度大幅度的提高，例
如自动聚焦、物镜电动转化、观察方式电动转换，甚至显微镜完全由计算机操控都可实现，为材料科
学研究和产品质量控制提供了有利的工具。
光学显微镜虽然有简单方便的优点，但是它的分辨率不高。
由于光波波长的限制，金相显微镜的放大倍数为几十倍到2000倍，极限分辨率为250nm.左右，一般仅
能观察金相组织中几十微米尺度的细节。
而且，也不能给出有关相的晶体结构、取向、缺陷和成分的信息。
若要观察材料的更精细结构，如嵌镶块等，则要用放大倍数可达几万到几十万倍的透射电子显微镜或
扫描电子显微镜及x光射线能谱技术等。
为了获得更高的分辨率以观察更细微的内部结构，20世纪30年代初研制成功了透射式电子显微镜。
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它的分辨率已接近或达到分辨单个原子的水平。
这些电子光学仪器不但有极高的分辨率，并且能进行微区电子衍射分析，给出有关的晶体结构数据，
而且能确定有关相之间的取向关系和内部缺陷。
后来，为了观察凸凹不平的大块试样（断口），扫描电子显微镜又应运而生，配上x射线谱仪及电子
能量谱仪后，还能进行小到几纳米范围的化学成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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