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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冶金与材料热力学》由李钒和李文超编著，在系统阐述冶金与材料
热力学基本理论的基础上，介绍热力学参数计算方法，力求突出冶金和材料合成的热力学分析与应用
实例，使热力学理论与应用密切结合。为扩展教材的深度与广度，各章均配备了较多例题，并强化对
材料制备的理论分析，以期读者加深对基本理论的理解，更好地掌握运用理论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技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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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图5—8所示的Pb—Zn二元系是典型的液态分层实例。由图可以看出，在773K（500
℃）时，向液态铅中加入锌，开始只是锌溶于铅液中，溶液仍保持单相。直到铅液中锌的浓度达到a
点（w（Zn）=3.5％），铅液中开始出现第二个液相即富锌相，成分与6点（W（Zn）=98％）对应。
如果保持温度不变，继续向体系加入锌，体系总成分x0由a向b移动，而两个液相的成分并不改变（仍
保持a点和b点的成分），只是富锌液相的量不断增加，而富铅液相的量相对减少。两液相的量可用杠
杆规则计算，直到总成分xo到达b点。此后若再加入锌，富铅液相消失，体系又成为单一液相。随着
温度的升高，铅在锌液中的溶解度（即沿dG线，称为分溶线）和锌在铅液中的溶解度（即沿cG线，
称分溶线）均增加，两条线汇合于临界点G（也是最高点，临界温度1071 K，W（Pb）=55％）。在某
一温度下的等温线与两条分溶线的交点，是两个平衡液相的成分代表点，这两个点的连线称结线（由
于在这条线上发生偏晶反应，故又是偏晶反应线），两个平衡的液相称为共轭溶液。 下面用图5—8
中M点合金液（w（Pb）=25％）的结晶过程，来认识这一类型相图的特点。当M点合金液冷却
到1028K时，熔体开始分层，将其中一层称为锌液（w（Pb）=25％），另一层称为铅液（w（Pb）=82
％）。熔体继续冷却到773K时，锌液成分变成w（Pb）=2％，铅液成分变成w（Pb）=96.5％，它们的
质量可用杠杆规则计算。当冷却到690.8K时，发生偏晶反应，成分为w（Pb）=0.9％的Ld锌液分解成纯
固态锌和成分为w（Pb）=98％的Lc铅液。这个反应在恒温、恒组成下进行直到组成为Ld的锌液完全耗
尽，此时体系由固态锌和组成为Lc的铅液两相组成。若继续冷却，铅液成分沿ce线向e点靠近。当冷却
到591.2K时，发生共晶反应，由铅液析出纯锌和纯铅，直到铅液全部消耗。之后的冷却，就是两个固
相混合物的继续冷却。 图5—8右上角为两组元液态部分互溶、固态完全不互溶（可看做是分溶线与简
单共熔相图的组合）类型的示意图。图中分溶线与组元A的液相线交于c及d，在fdc线温度下，体系出
现偏晶反应Ld=LcL+A，此时体系处于三相平衡，自由度为零，表明反应是在恒温、定组成条件下进
行直到有一相完全消失为止。 另一类液态有分层的二元相图，可以把它们看做是分溶线与共熔（共晶
）型或包晶型相图组合。这种类型相图的特点是：液态两组元部分互溶，固态两组元也部分互溶。若
分溶线与a固溶体的液相线相交，偏晶反应Ld=Lc+ay，分溶线也可出现在β固溶体的液相线上。这时
偏晶反应的产物是β固溶体。第三类液态有分层的二元相图，可以把它们看做是分溶线与含化合物型
相图组合。这种类型相图的特点是：液态部分互溶，固态生成化合物。 此外，还有冶金体系中极少见
到的分溶线与完全互溶型相图组合。它们的分析方法与第一类相同，不再赘述。

Page 5



《冶金与材料热力学》

编辑推荐

《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冶金与材料热力学》可作为材料类专业的研究生教材，也可供化学
化工等相关专业研究生教学和材料工程领域的科技工作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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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正品，很喜欢，不过内容错误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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