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镍基耐蚀钢的性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钢中各种相的数量、组成、大小、分布状况

和合金元素在晶界的分配情况。镍基耐蚀钢经过等温热处理，通常会形成碳化物相、金属间

相等析出相。这些析出相在合金中的形成将导致钢的脆化，显著降低钢的塑性、韧性和耐蚀

性。为了对不同热处理条件下镍基耐蚀合金析出相做定性定量分析，实验在选择好合适的电

解制度后，利用电解分离方法将析出相从基体中分离。通过扫描电镜（SEM）和 X 射线衍

射（XRD）定性研究了提取后析出相的形貌以及结构特性的变化过程；并利用 Rietveld 全谱

拟合法计算不同析出相的组成及含量，最后还讨论了析出相含量与材料耐蚀性能间的关系。

实验结果表明 900 ℃时效形成的析出相最多，且析出相的质量分数随时间的延长呈明显上升

的趋势；腐蚀性能评价结果表明析出相的质量分数与平均腐蚀速率存在着一定的正相关，即

随着析出相含量的增加，材料的平均腐蚀速率也增加，耐蚀性能减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