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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修改采用ＩＳＯ９４５１：２００８《铸铁显微组织　第１部分：石墨分类　目测法》。

本标准与ＩＳＯ９４５１：２００８相比，其技术性差异如下：

———修改采用了ＩＳＯ９４５１：２００８中的Ⅰ型石墨部分，并在结构上作了编辑性修改；

———本标准增加了石墨分布形状Ｆ型，代替ＩＳＯ９４５１：２００８中附录Ｂ的Ｃ′型；

———石墨分布形状的说明中增加Ｆ型的说明；

———增加了珠光体数量、碳化物数量、磷共晶数量、共晶团数量的评定方法及相应评级图。

本标准代替ＧＢ／Ｔ７２１６—１９８７《灰铸铁金相》。

本标准与ＧＢ／Ｔ７２１６—１９８７相比，主要技术内容变化如下：

———标准的名称改为《灰铸铁金相检验》；

———删除了原标准中表２的“名称”一栏，增加了“石墨实际长度”一栏，石墨长度图片更换为

ＩＳＯ９４５１：２００８标准Ⅰ型石墨长度图片；

———增加了结果表示；

———增加了试验报告；

———更换了Ｃ型石墨的图片；

———删除了“珠光体片间距”检验项目；

———删除了“基体组织特征”；

———删除了“碳化物分布形状”；

———删除了“磷共晶分布形状”；

———将原标准共晶团数量在４０×下的图片更换为５０×下的图片。

本标准的附录Ａ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铸造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５４）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上海材料研究所、沈阳铸造研究所。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东南大学、东风汽车有限公司工艺研究所、一汽铸造有限公司铸造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杨力、孙国雄、张寅、洪晓先、龚应时、王成刚、陆慧。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７２１６—１９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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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 铸 铁 金 相 检 验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在光学显微镜下灰铸铁显微组织的评定方法。

本标准对石墨分布形状、石墨长度、珠光体数量、碳化物数量、磷共晶数量、共晶团数量的评定方法

作了规定，并列出了相应评级图。

本标准适用于评定普通和低合金灰铸铁的显微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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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９４３９　灰铸铁件

ＧＢ／Ｔ１３２９８　金属显微组织检验方法

３　试样的制备

３．１　金相试样按ＧＢ／Ｔ９４３９规定在与铸件同时浇注、同炉热处理的试块或铸件上截取。

３．２　金相试样的制备按ＧＢ／Ｔ１３２９８规定执行，截取和制备金相试样过程中应防止组织发生变化、石

墨剥落及石墨曳尾，试样表面应光洁，不允许有粗大的划痕。

４　检验项目和评级图

４．１　石墨分布形状

４．１．１　抛光态下检验石墨分布形状，首先观察整个受检面，按大多数视场石墨分布形状对照相应的评

级图评定，放大倍数为１００倍。

４．１．２　如在同一试样中有不同形状的石墨，则应观察估计每种形状石墨的百分数，并在报告中依次

注明。

４．１．３　石墨分布形状分为六种类型，说明见表１。

表１　石墨分布形状

石墨类型 说　　　　明 图　号

Ａ 片状石墨呈无方向性均匀分布 １

Ｂ 片状及细小卷曲的片状石墨聚集成菊花状分布 ２

Ｃ 初生的粗大直片状石墨 ３ａ

Ｄ 细小卷曲的片状石墨在枝晶间呈无方向性分布 ４

Ｅ 片状石墨在枝晶二次分枝间呈方向性分布 ５ｂ

Ｆ 初生的星状（或蜘蛛状）石墨 ６ｃ

　　ａ 图中只有粗大直片状石墨是Ｃ型石墨。

ｂ图中只有在枝晶二次分枝间呈方向性分布的石墨是Ｅ型石墨。

ｃ图中只有初生的星状（或蜘蛛状）石墨是Ｆ型石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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