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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等同采用ＡＳＴＭＥ１１８１０２《表征双重晶粒度的标准测定方法》（英文版）。

为了便于使用，本标准对ＡＳＴＭＥ１１８１０２作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ａ）　删除了ＡＳＴＭＥ１１８１０２的前言；

ｂ）　采用相应或相近的国家标准代替ＡＳＴＭ标准；

ｃ）　双重晶粒度报告格式中的具体数据采用附录Ａ的数据；

ｄ）　根据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０要求，调整了原标准中部分章节、条目的设置。

本标准与ＡＳＴＭＥ１１８１０２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ａ）　删除了ＡＳＴＭＥ１１８１０２的１．２；

ｂ）　增设１．２“本试验方法仅作为推荐试验方法，不对材料验收测试的合格级别范围进行规定”；

ｃ）　删除对ＡＳＴＭ附件“测定面积分数的比较图谱”（ＡＳＴＭ附件号：ＡＤＪＥ１１８１）的引用；

ｄ）　删除了ＡＳＴＭＥ１１８１０２的“关键词”部分；

ｅ）　增加了附录ＮＡ《本标准与ＡＳＴＭＥ１１８１０２的差异及其原因》。

本标准的附录Ａ为规范性附录，附录Ｂ和附录ＮＡ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钢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冶金工业信息标准研究院、东北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谢崇津、栾燕、曾文涛、顾艳、孙时秋、刘振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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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对于晶粒尺寸符合单一对数正态分布的产品，已经建立了测定其平均晶粒度（采用ＧＢ／Ｔ６３９４）和

最大晶粒度［采用ＡＳＴＭＥ９３０９９（２００７）］的试验方法，而本标准适用于产品中晶粒尺寸呈其他形态分

布的晶粒度的评定。

由于习惯用法和被人们熟知，选用术语“双重晶粒度（ｄｕｐｌｅｘｇｒａｉｎｓｉｚｅ）”来表述任何呈其他分布的

晶粒度，然而使用本术语并不意味着仅存在两种晶粒度的分布。

本标准用于描述不同于单一对数正态分布的晶粒度的特征，并以合理的精度描述实际存在的晶粒

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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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晶粒度表征与测定方法

１　范围

１．１　本标准规定了判别双重晶粒度的方法。本标准将双重晶粒度分为两大类共六种类型，并分别描述

了各类型的特征，提供了相应的表征方法及报告格式。

１．２　本标准仅作为推荐性试验方法，不对材料验收测试的合格级别范围进行规定。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Ｔ６３９４　金属平均晶粒度测定方法（ＧＢ／Ｔ６３９４—２００２，ＡＳＴＭＥ１１２：１９９６，ＭＯＤ）

ＧＢ／Ｔ１３２９８　金属显微组织检验方法

ＧＢ／Ｔ１５７４９　定量金相手工测定方法

ＡＳＴＭＥ７　金相学相关术语

ＡＳＴＭＥ９３０９９（２００７）　金相检测面上最大晶粒尺寸级别（ＡＬＡ晶粒度）测定方法

３　术语和定义

ＡＳＴＭＥ７中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带状或条带状组织　犫犪狀犱狊狅狉犫犪狀犱犻狀犵

晶粒度差异较大的交替区域，这些区域沿着加工方向延伸。

３．２

晶粒度　犵狉犪犻狀狊犻狕犲

等效于晶粒尺寸分布的平均值。

３．３

项链状组织　狀犲犮犽犾犪犮犲狅狉狀犲犮犽犾犪犮犲狊狋狉狌犮狋狌狉犲

一些孤立的粗晶粒被明显较细的晶粒群环绕着的组织。

３．４

拓扑变化　狋狅狆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犾狔狏犪狉狔犻狀犵

以某种可确定的样式出现的非随机变化，该样式可能与受检试样或产品的形状相关。

４　双重晶粒度分类与特征

双重晶粒度分为随机双重晶粒度与拓扑双重晶粒度两大类，每大类又各分为三种类型。

４．１　随机双重晶粒度　狉犪狀犱狅犿犱狌狆犾犲狓犵狉犪犻狀狊犻狕犲

包含两种或多种尺寸明显不同，以随机变化形式分布的晶粒。其分布状态有：ＡＬＡ状态、宽级差状

态和双峰状态。

４．１．１　犃犔犃状态　犃犔犃（犪狊犾犪狉犵犲犪狊）犮狅狀犱犻狋犻狅狀

随机分布的孤立粗大晶粒与基体晶粒的平均晶粒度级差不小于３级，且这些孤立粗大晶粒所占试

样面积的百分数不大于５％。如其所占面积百分数大于５％，则按双峰状态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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