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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微组织带状程度或取向的评定规程
①

 

 

本标准以固定代号 E1268发布。其后的数字表示原始版本正式通过的年代号，或最新修订版的年代号

（在有修订的情况下）；圆括号中数字表示最后一次重新确认的年代号。上标符号(ε)表示对上次修订或重新

确认的版本有编辑上的修改。 

 

介绍 

金属和合金在凝固时发生偏析，并随后期的变形有序排列。微观偏析可能会影响固态相

的转变，导致出现分层或带状组织。最常见的例子就是锻造低碳钢和低碳合金钢中的铁素体

-珠光体带状组织。其他的例子包括过共析工具钢中的碳化物带和热处理合金钢中的马氏体

带。本规程包括描述带状组织形状的规程，带状组织扩展的特性以及利用显微硬度法测定热

处理样品中带状之间的硬度差别的方法。体视学方法也可以用来描述非带状显微组织（在沿

变形方向第二相有不同程度的拉长）。 

 

1. 范围 

1.1 本规程介绍了一种基于显微组织形貌来定性描述带状或取向组织特征的方法。 

1.2 本规程介绍了定量测量显微组织带状或取向程度的体视学测量方法。 

注 1：虽然体视学测量方法可以用来评估带状或取向程度，但这种测量只是在平行于变形方向的截面

（即纵向面）进行，对带状或取向的三维特征并不评估。 

1.3 本规程介绍了利用显微硬度法评估带状热处理钢中的硬度差别程度的方法。对于淬火态

的全马氏体碳钢和合金钢(0.10~0.65％C)来说，基体和偏析处的含碳量可通过显微硬度值来

估算。 

1.4 本标准不包括评估带状组织的化学分析方法。 

1.5 本标准只涉及建议的试验方法，其中的任何内容都不应理解为规定或验收限制。 

1.6 测量值用 SI标准单位制表示，括号内等效的英寸-镑单位的数值为近似值。 

1.7 本标准并未提出所有的安全问题，如果有，则和其使用相关。在使用前，本标准的使用

者有责任建立适当的安全及健康措施，并确定其适用监管范围。 

 

                                                        
①本试验方法在ASTM委员会E04（金相学）的管辖范围内，E04.14分会（定量金相学）负直接责任。 

本版本于 2007年 5月 1日被批准，2007年 5月出版。首版于 1988年被批准。上一版为 E1268-01于 2001

年被批准。 DOI: 10.1520/E1268-01R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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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引用文件 

2.1 ASTM标准
②

 

A 370  钢制品力学试验的试验方法和定义 

A572/A572M  高强度低合金铌钒结构钢 

A588/A588M  最低屈服强度 50ksi(345MPa）、耐大气腐蚀的高强度低合金钢 

E3  金相试样制备方法 

E7  与金相相关的术语 

E140  金属硬度换算表（布氏硬度、维氏硬度、洛氏硬度、表面硬度、努氏硬度和肖

氏硬度） 

E384  材料显微硬度试验方法 

E407  金属和合金的微观浸蚀试验方法 

E562  通过系统手册计点测定体积分数的方法 

E883  反射光学显微镜指南 

 

3. 术语 

3.1 定义——本规程中使用的术语，其定义见术语 E7。 

3.2 特定于本标准的术语定义： 

3.2.1 带状组织——由于显微偏析伸长，两相或多相组织中单相或多相（或组分）的偏析、

或单相（或组分）组织中的偏析区的偏析形成平行于相变方向的明显分层；其他因素也可能

影响带状形成，例如热加工终止温度，冷加工或热加工变形率，或因为淬透性或冷却速率不

足导致的变形开裂。 

3.2.2 特征截点数——被测试网格线穿越的与相或组分相关的粒子数（或粒子团数）（见图

1)。 

3.2.3 特征交点数——被测试网格线截取的基体相与其他相或组分之间的边界数（见图 1）。

对于基体中的孤立粒子，交点数等于两倍的特征截点数。 

3.2.4 取向结构——一个或多个第二相（组分）以非带状方式（即自由分布）沿平行于变形

方向拉长；拉长程度根据相或组分的大小、变形以及热加工或冷加工的变形率而有所不同。 

3.2.5 体视学方法——通过二维截面的测量来表述三维显微结构特征的方法。 

                                                        
②
对于参照的 ASTM标准，请查看 ASTM网站 www.astm.org，或联系 ASTM客户中心，邮件：

service@astm.org。对于 ASTM标准卷册的信息，参看 ASTM网站的标准文件摘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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