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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低合金铸态珠光体球铁的研制

蔺 树 生 ①

中国农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摘 要 研究 和 对球铁组织和性能的影响
。

认为单独加入这 种元素不能保证铸态下使模数

的铸铁达到 一 性能
,

而通过 一 复合合金化可以达到此 目的
。

原理分析表明 一
复合是较好的

搭配
。

用推荐的加入量进行生产验证的结果表明效果 良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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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铸态珠光体球铁有多种方法
,

其中以合金 化方法最简便
。

常用 的合金元素有
,

, , , , ,

等
。

其中
, ,

在促进珠光体生成时
,

对球化的干扰作用 比较小
,

但其价格较高
,

常与
,

等复合使用以降低成本 而单独使用
, , ,

会较大地提高

铸件的脆性
,

因此多元素
、

小剂量的复合合金化是合金化方法的主要方向
。

笔者研究 一 的

复合合金化
,

旨在以较低的成本生产铸态 一 牌号断面较大的铸铁
。

试验条件

本研究是针对模数为 的铸件进行的
。

采用 型试块
,

造型方式为普通湿型

和冷却速度与模数 铸件同的保温铸型
。

熔炼使用 排大间距 冷风冲天炉
,

出铁温度

为
。

使用地方生铁
,

球化剂为
,

采用包底冲入法
。

合金元素在小包加入
。

试验内容

对组织和性能的影响

湿型时 对组织和性能的影响见表
。

保温铸型试样 以下简称本体 中 对组织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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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影响见表
。

表 对 形试块组 织和性能的影响

化学成分 金相组织 力学性能
试件号

尸 等级 大小 九 司铸

表 对本体组 织和性能的影响

化学成分
试件号

金相组织

尸 等级 大小

力学性能

。 占

电山,

由表 和表 可知 少量 即能促进珠光体生成
,

使湿型试样达到 一 性能 但在

本体上
,

即使加入更多的
,

也无法达到 一 的性能
,

主要体现在伸长率低
。

么 对组织和性能的影响

湿型时 对组织和性能的影响
,

以及本体中 对组织和性能的影响分别见表 和表
。

表 对 型试块组 织和性能的影响

化学成分
试件号

金相组织

尸 等级 大小

力学性能

。 占

一

一

一

,工﹄连几︸上卜伙伙行了门

表 对本体试样组 织和性能的影响

化学成分
试件号

金相组织

尸 等级 大小

力学性能

、

只

由表 和表 可知
,

单独加 可在湿型试样 中获得 于 性能
,

而在本体上 对改

善珠光体组织和性能的作用大大降低
,

靠微量的 不易在本体上获得 一
性能

。

一 复合对组织和性能的影响

是强偏析元素
,

富集在石墨球与基体的界面
。

过多的 富集会降低铸铁塑性
,

大量的

文献认为 在球铁 中不宜超过 一 ,

因而不能靠大量添 来获得 一 性能
。

是稳定碳化物的元素
,

大量添加 会导致晶间碳化物生成
,

降低塑性
。

现采用 一

复合合金化的方法使模数为 的铸件在铸态下达到 一 性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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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生产验证 结果

滩。

炉次

几

占 铸

炉次

几

占

试验结果分析

单独加入 时
,

石墨球化等级较低 与 复合后
,

石墨球化等级提高
。

单独加入 和

在较大断面球铁中难以得到 以上的珠光体基体
, 一 复合时可以保证在较大断面球铁

中得到 以上珠光体
,

而且对塑性破坏作用没有叠加
,

从而保证在较大断面上稳定获得
一 性能

。

与 和 等作 用生成高熔点物质富集在石墨球与基体界面
,

形成强烈的富 偏析

层
,

与 的弱偏析层复合在一起完整地包围石墨球
,

强烈阻碍碳向石墨球的扩散
,

使石墨球圆

整
,

球径较小
,

这就增加 了基体组织的含碳量
,

促进珠光体生成
。

在共析转变时束缚 了碳原

子的扩散
,

使共析转变主要沿 一 进行
,

促进了珠光体的大量生成
。

对铁素体的固溶强化

和形成合金渗碳体又强化了组织
,

从而提高了强度
。

由于 主要靠割裂石墨球与基体的联系

影响塑性
,

主要靠形成碳化物影响塑性
,

二者对塑性的破坏没有叠加
。 一 的复合由于合

金加入量小
,

最终使铸件保持较高的伸长率
,

具有较好的综合性能
。

结 论

是强烈促进珠光体生成的元素
,

当有稀土存在时
,

能促进石墨球圆整
,

但对于模数为

的铸件
,

加入量为 沐 。一 时仍难以保证获得 汤珠光体
,

不能达到 一 的

性能
。

能促进并稳定珠光体
,

但对石墨球化有破坏作用
,

对于模数为 的铸件
,

即使

的加入量为 也不能获得 珠光体
,

不能保证达到 一 的性能
。

采用 一 复合合金化能强烈促进珠光体生成
,

稳定珠光体
,

使模数为 铸件获

得 以上珠光体
,

达到 一 的性能
。

对石墨球化的破坏作用在强化孕育和有 加入时得到减弱
。

当 加入量达到
一 时

,

添加 使 球化仍 良好
。

生产验证表明
,

采用本文推荐的 一 复合合金化工艺
,

可在实际生产条件下稳定生

产模数为 的铸态性能达到 一 要求的铸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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