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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附录Ａ和附录Ｂ是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宝钛集团有限公司、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徐祝萍、王永梅、宋晋、李献军、冯永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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钛合金β转变温度测定方法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采用金相法测定钛合金β转变温度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测定α、αβ和亚稳定β型钛合金的β转变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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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５１６８　αβ钛合金高低倍组织检验方法

ＧＢ／Ｔ９４５２　热处理炉有效加热区测定方法

ＧＢ／Ｔ１３２９８　金属显微组织检验方法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β转变温度　β狋狉犪狀狊狌狊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

钛合金在加热过程中全部转变为β相组织的最低温度，用犜β表示。

４　方法原理

α型、αβ型和亚稳定β型钛合金在低于β转变温度的状态下，均含有一定数量的α相。在β转变温

度以下，随着加热温度升高，钛合金中初生α相的含量越来越少，β相的含量越来越多，达到某一临界温

度后，将全部转变为β相。在该临界温度以上保持一定时间后快速淬火，可以达到没有初生α相的针状

马氏体或亚稳定β相组织。通过观察淬火试样的金相组织，就可以判断出钛合金全部转变为β相组织

的最低温度。

该方法是通过测定在估计的β转变温度附近，采用不同温度进行热处理后的一系列试样金相组织

中的初生α相含量来完成的。

５　取样要求

５．１　取样位置及要求

５．１．１　应按铸锭熔炼炉号进行β转变温度的测定。试样坯可取自铸锭，棒坯、锻坯及板坯等中间坯料

或棒材、板材等加工产品上。推荐首选在中间坯料或加工产品上取样测定。若产品标准对试样的β转

变温度测定位置有规定时，应按产品标准执行。

５．１．２　试样坯的原始组织应尽可能均匀。必要时，可对试样坯在αβ相区进行锻造（例如镦粗），以保

证试样坯组织的均匀性。

５．２　试样块

５．２．１　切取试样时，应尽量避免变形和过热。试样块应为较规则的直径为１０ｍｍ～１５ｍｍ，高为

１０ｍｍ～１５ｍｍ棒材的圆柱或边长为１０ｍｍ～１５ｍｍ的立方体。所观测区域应能较好地代表试样的

整个横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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