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淬火处理对轧辊用高硼高速钢组织和性能的影响
杨智强\郭红星2,吕潍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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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光学显微镜、扫描电镜、X 射线衍射、硬 度 计 及 M M - 2 0 0磨损试验机，研究了淬火温度对轧辊用高硼高 

速钢显微组织和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高硼高速钢的铸态组织由马氏体、铁 素 体 、珠光体和沿晶界呈连续网状分布的 

共晶硼碳化物组成，共晶硼碳化物主要是 \1冶 和 \17((：，8)3;随着淬火温度的升高，基体全部转变成为马氏体，并有二次 

硼 碳化物 M23(C，B)6析 出 ；高硼高速钢的硬度和耐磨性随着淬火温度的升髙而明显增加，在 1 150 °C淬 火时硬度最高、耐 

磨性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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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Quenching Heat Treatment on Microstructure and Properties of 
High-Boron High-Speed Steel for Ro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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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chool of Electrical, Kunming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of Industry, Anning 650302, China; 2. Yunnan KJSC 

Heavy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Group Co., Ltd., Anning 650302, China)

Abstract ： The effect of quenching temperature on microstructure and properties of high boron high-speed steel for roll was 

studied by optical microscope,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X-ray diffraction, hardness tester and M M - 2 0 0  wear tester.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icrostructure of as-cast high boron high-speed steel is composed of martensite, ferrite, pearlite 

and eutectic borocarbons distributed in a continuous network along the grain boundary. The eutectic borocarbons are 

mainly M 2B  and M 7 (C,B)3- With the increase of quenching temperature, the matrix is transformed into martensite, and 

secondary boron carbide M23(C，B)6 is precipitated The hardness and wear resistance of high boron high-speed steel increase 

obviously with the increase of quenching temperature. The hardness and wear resistance are the highest when quenched at 

1 150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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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轧钢工业的不断发展，要求轧辊材料具有 

优越的耐磨性和高温性能。高速钢因其具有较高的 

硬度、优良的耐磨性和热稳定性而广泛应用于轧辊 

生产中。但是，普通高速钢轧辊中的碳含量较高 

(1.5%以上)，使得轧辊的韧性低、脆性大、热疲劳性 

能差，在使用过程中容易出现龟裂甚至剥落现象； 

而且普通高速钢中含有机、钼、钴、钨等昂贵的合金 

元素，大大增加了髙速钢轧辊的生产成本。

近年来，以硼为主要元素的高硼耐磨合金得到 

了广泛的关注〜。由于硼在a-Fe中的最大固溶度为 

0.000 4 % ,在y-Fe中也仅为0.02%,所以硼在合金中 

主要以硼化物的形式存在(如Fe2B),硼化物具有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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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硬度(1 450〜1 800 HV)和良好的热稳定性；同时， 

少量的硼进人钢基体后可提高基体硬度，从而显著 

提高合金的耐磨性[M]。因此，在高速钢基础上，用硼 

取代部分钒、钼、钨等昂贵合金元素，开发出了高硼 

高速钢轧辊材料。但是，高硼高速钢的高温抗氧化性 

较差，在高温条件下的耐磨性不高。铝可固溶于高速 

钢基体中，提高钢的回火稳定性和红硬性。在高温下， 

铝还可提高钢的高温耐磨性和抗氧化性[5]。此外，高 

速钢中加人硼和铝,可以代替部分昂贵的合金化元素， 

降低高速钢轧辊材料的生产成本。本文以含铝高硼 

高速钢轧辊材料为研究对象，探讨了不同淬火温度对 

钢的凝固组织、硬度和耐磨性的影响规律，以为含 

铝高硼高速钢轧辊热处理工艺的制订提供指导。

1 试验方法

1 . 1 材料制备

试验材料以废钢、高碳铬铁、低碳铬铁、高碳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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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钒铁、硼铁、钼铁、硅铁、纯铝为原料，采用10 kg 

中频感应电炉进行熔炼。炉前调整成分合格后，将 

钢液升温至1 600 °C后，加人硼铁；待硼铁熔化后立 

即出炉，以保证硼的收得率，出炉温度为1 620 °C 。 

采用包内冲入法加入变质剂。浇包内预先放人尺寸 

为办2〜c/)3mm的稀土镁合金变质剂（2 % RE,11% 

M g,余量为Fe)和纯铝，变质剂的加人量w(%)为0.4。 

金属液搅拌扒渣后浇人砂型中，空冷至室温，浇注

后取平均值。

耐磨性测试在M M-200环块磨损试验机上进 

行。试样尺寸为10〇1111\1〇111111><12111111。采用 0015 

对磨环，其硬度为60~62 HRC,尺寸伞4〇 mmxlO mm。 

试验载荷为60 kgf,时间30 min,转速为200 r/min。每 

组取三个试样，试验前将试样打磨干净，并用酒精进 

行超声清洗，吹干。测量磨损前后的质量差，以3个 

试样的平均失重作为最终磨损量。用TG328B分析天

成26 mmx26 mmxl55 mm试样。试样实际成分如表 平测量质量，称量范围200.0 g,最小分辨率为0.1 mg。
1所示。

表 1 高 硼 高 速 钢 轧 辊 材 料 的 化 学 成 分 W % )
Tab.l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high boron high speed steel

B C Cr Mo A1 Si V Mn Mg RE Fe

1.55 0.58 5.21 1.57 1.16 0.94 1.43 0.77 0.04 0.02 余置

1 . 2 淬火处理

用线切割在铸锭中心偏下部位取样，尺寸为 

10mmxl0 mmxl2 mm。根据相关研究表明[6],当硼 

含量《；(%)在〇~3.0时，合金的固液转变温度在1 190 °C 

左右。为避免试样过烧，淬火温度应该控制在 

1 190 °C 以下；同时，合金的奥氏体化温度在800 °C 
左右，因此淬火温度不能低于800 °C 。综合考虑，确 

定合金的淬火温度分别为1 000、1 050、1 100和 

1 150 °C ,保温60 min,水冷。热处理在SX-G36123型 

节能箱式电炉中进行。

1 . 3 试验方法

采 用 OLYMPUSBX5 1 型 光 学 显 微 镜 和  

JSM-6510型扫描电镜进行显微组织观察。采用岛津 

XRD-7000型X 射线衍射仪进行物相分析，具体参 

数：采用Cu-Ka辐射，管流管压为200 mA和40 kV ,扫 

描速度为2 °/min, 10°〜90°耦合连续扫描，步进

0.02°〇

采用HR-150A金属洛氏硬度计进行宏观硬度测 

量，试验载荷为150 kg; 显微维氏硬度用MICRO 
MET-5103数字显微仪进行测量，试验载荷为200g, 

加载时间为10s。宏观硬度和显微硬度均在试样表 

面随机选取7个试验点测试，去掉最大值和最小值

( a )金 相 组 织

2 结果与讨论

2 . 1 铸态组织

图1是经RE-Mg变质处理后的含铝高硼高速钢 

铸态组织。可以看出，其显微组织由基体和沿晶界呈 

连续网状分布的共晶硼碳化物组成。图2的 XRD图 

谱结果表明，钢的基体组织主要为a-Fe,共晶硼碳化 

物主要由M2B和M 7(C，B)3组成（此处，M代表Fe、Cr元 

素）。这是因为该材料的Cr和C质量比较高（约为 

8.33),易于形成Cr7C3;同时C rA 和F e A 具有相近的 

原子排列方式，Fe与Cr的原子尺寸相近，从而使得Cr 

原子可以取代Fe原子，形成(Fe.C O A ^ 8]。另一方面， 

B的原子半径(0.097 nm)与C的原子半径(0.077 nm) 

相近，硼元素可以部分取代碳元素的位置而固溶于 

硼碳化物中19]，生成(Fe，Cr)7(C,B)3化合物。铸态含铝 

高硼高速钢经RE-Mg变质处理后的洛氏硬度达到了 

53.6 HRC。可见，铸态含铝高硼高速钢的基体主要由 

马氏体、铁素体和珠光体组成。

结合Fe-B二元相图和Fe-B-C三元相图可知，含 

铝高硼高速钢的凝固过程首先是从液相中析出y-Fe 
相。B在y-Fe中的极限固溶度仅为0.02%,且B、Cr、 
M o、Mn等元素在y-Fe相中的分配系数小于1 , 使得 

随着温度的降低，初生y-Fe相一边长大转变为基体 

组织，一边向附近的液相中析出8、匚1\1\/1〇、]^等元 

素；当液相中的B元素含量达到3.8%时，会发生共晶 

反应L—(y+Fe2B ) , 沿晶界生成；同时，随着L— 

(7+Fe2B)共晶反应的进行，剩余液相中的B元素含

( b )扫 描 金 织

图 丨 铸 态 含 铝 高 硼 高 速 钢 乳 辊 材 料 的 组 织  

Fig. 1 M icrostructures o f  as-cast alum inum -containing high boron high-speed st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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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铸态含铝高硼高速钢的 X 射线图谱 

Fig.2 X R D  spectrum of as-cast aluminum-containing high 

boron high-speed steel

量降低 ,&、̂ 、\1〇等元素含量增加，于是在剩余液 

相中出现L—b +M A )的共晶反应。此后，合金完成 

凝固成为固态。随着温度的继续下降，初生y-Fe相和 

共晶y-Fe相中的B元素和C元素的含量都在降低。当 

温度降到910 °C 时，部分奥氏体发生共析反应y— 

(a+Fe2B);而由于a铁素体的形成，大量的碳向周围 

的奥氏体内扩散。当奥氏体中的碳含量达到0.77%, 

且温度降至727 °C时，剩余奥氏体发生共析转变 

(a+Fe3C),生成珠光体组织。另外，8 、& 、\4〇夕等合

金元素溶于奥氏体后，可以增加奥氏体的稳定性，提 

高钢的淬透性，有利于马氏体的形成；而A丨主要存在 

于基体中，降低基体的淬透性，有利于铁素体形成。

此外，从图1(a)中还可以看出，硼碳化物呈网状 

分布，但局部出现了断网和缩颈现象，这是由于稀土 

镁合金变质剂的加人对钢的凝固过程产生了影响。 

RE和Mg的原子半径较大，在凝固过程中都是强成 

分过冷元素，分配系数都小于1,易富集在奥氏体附 

近的液相中，造成较大的成分过冷，从而细化了初生 

奥氏体枝晶，阻碍了共晶硼碳化物沿晶界的生长；另 

一方面,Mg可以吸附在硼碳化物晶体择优生长的表 

面上，抑制了硼碳化物的生长，最终使其出现了断网 

和缩颈。

2 . 2 淬火对高硼高速钢显微组织的影

图3是高硼高速钢经不同温度淬火处理后的显 

微组织。从图3可以看出，合金经过1 000 °C淬火处理 

后 ，基体组织主要为铁素体；当淬火温度升高到 

1 050 °C后，基体仍主要由铁素体组成，但出现了少 

量珠光体组织。这是因为钢中含有1 % 的A1，而A1元 

素可以缩小奥氏体相区，提高奥氏体化温度，使得合

(g)l 150 °C (h)l 150 °C

图 3 不同温度淬火后高硼高速钢的组织

Fig.3 Macrostructures of high-boron high-speed steel after quenching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s



•234- FOUNDRY TECHNOLOGY
Vol.41 No.03

Mar. 2020

4〇i----------- .----------- >----------- •----------->----------- '300
1000 1050 1100 1150

淬火温度 /°C

图 6 淬火温度对硬度的影响 

Fig.6 Effect of quenching temperature on hardness

大的晶格畸变，使其处于热力学不稳定状态。在淬火 

过程中，基体会析出c 原子和合金元素以降低畸变 

能，从而形成了二次硼碳化物；另一方面，由于Cr等 

合金元素在晶粒内部的分布不均匀，在晶界处分布 

的量比晶粒心部多，从而在晶界处最先析出二次硼 

碳化合物。由图5 1 150°C淬火后的XRD图谱可知, 

钢基体组织为a-Fe, 硼碳化物由M 2B和M7 田，(：)3组 

成。随着淬火温度的升高,M23(C，B)6进一步溶解，M a 
(C,B)6数量明显减少，已不能被XRD检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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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1 050°C淬火处理高硼高速钢的 X 射线图谱 

Fig.4 X-ray spectrum of high-boron high-speed steel quenched 

at 1 050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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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1150°C淬火处理高硼高速钢的 X 射线图谱 

Fig.5 X-ray spectrum of high-boron high-speed steel quenched 

at 1 150 °C

2 . 3 淬火温度对硬度的影响

淬火温度对高硼高速钢宏观硬度和基体显微硬 

度的影响如图6所示。淬火温度低于1 100 °C时，随着 

淬火温度的上升，宏观硬度和基体显微硬度明显上 

升；当淬火温度超过1 100 °C后，基体显微硬度和宏

a  — a —F e

*

◊ 一 M 2B

。一 M t(C ，B )

____

金难于完全奥氏体化。同时,A1是非硼、碳化物形成 

元素，主要存在于基体中，降低了淬透性，也有利于 

铁素体的形成。因此，在1 050 °C温度以下淬火，即 

使是水冷，也没有得到马氏体组织。当淬火温度升 

高至1 100 °C 时，由图3(f)可以看出，基体组织完全 

转变为板条马氏体。随着淬火温度继续升高到1 150 

°C ，基体组织不再发生变化，仍由板条马氏体组成。 

这表明合金在1100 °C淬火时，已经可以完全奥氏 

体化；同时，由于在保温过程中8、(：、0 、\4〇等元素 

进人到奥氏体中，提高了奥氏体的淬透性，在快速 

冷却后钢完全转变成了马氏体组织。

从图3还可以看出，随着淬火温度的升高，共晶 

硼碳化物的断网和团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经 

1 000 °C和1 050°C淬火后，共晶硼碳化物仍沿晶界 

呈连续网状分布，只是局部出现了断网和缩颈，且 

共晶硼碳化物较为粗大。当淬火温度为1100°C时， 

从图3(e)和(f)可知，网状共晶硼碳化物出现了大量 

缩颈，断网的区域也有所增多。淬火温度继续升高 

至1150 °C后，共晶硼碳化物发生了明显的断网和 

团球化，由连续网状向块状转变，且共晶硼碳化物 

的分布更为均勻。

在髙温淬火过程中，共晶硼碳化合物由表面能 

较高的网状结构向表面能较低的断网和团球状结 

构的转变是热力学发展的必然趋势™。碳、硼原子由 

高化学位处向低化学位处的扩散决定着硼碳化物 

溶解与团球化过程的进行[|1]。随着淬火温度的升高， 

加速了碳、硼和铁原子的扩散，有利于硼碳化物的 

断网与团球化。此外，硼碳化物在尖角处或细的薄 

弱区域的溶解较快，而在平面处或均匀厚度的网状 

连接处的溶解缓慢，所以共晶硼碳化物通常是从网 

状连接中的薄弱处断开M 。含铝高硼高速钢经过 

RE-Mg变质处理后 ， 一 方面使呈连续网状分布的共 

晶硼碳化物局部发生断网，共晶硼碳化物网中的均 

匀粗厚部位减少、薄弱部位增多，出现了许多不稳 

定的颈缩连接；另一方面，RE元素进人硼碳化物，造 

成了晶格畸变，增加了晶格畸变能，使得共晶硼碳 

化物的稳定性降低。以上这两方面的原因，促进了 

高温热处理时共晶硼碳化物的断网和团球化。可以 

预料，共晶硼碳化物的断网和团球化将有利于钢 

耐磨性和靭性的提高。

此夕卜，从图3(a)和(c)中可以看出，经过1 000 °C 
和1 050 °C淬火后，在钢基体内析出了大量颗粒状 

的二次硼碳化物。1 050 "C淬火后钢的XRD结果表 

明（图4)，析出的二次硼碳化物S M a(C，B)6。这是因 

为合金在熔炼的过程中，大量Cr进人基体，造成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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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硬度的变化不明显。在1 150 °C淬火时，合金基体 

显微硬度和宏观硬度分别达到最高值797.0 H V和 

64.3 HRC。当淬火温度低于1 050 °C时，合金基体主 

要由铁素体组成，其显微硬度较低，导致合金的宏 

观硬度较低；淬火温度升高到1 100 °c 时，基体由铁 

素体全部转变为了高硬度的马氏体；同时，合金经 

过高温奥氏体化后快速冷却，阻止了硼原子从晶内 

向晶界处扩散，使得硼在基体中形成过饱和固溶 

体，引起较大的晶格畸变，提高了基体显微硬度， 

从而使合金的宏观硬度也明显提高M 。淬火温度继 

续升高到1 150 °C后，共晶硼碳化物发生溶解，基体 

中合金元素的含量增加，导致基体显微硬度和宏观 

硬度略有升高。

2 . 4 淬火温度对耐磨性的影响

图7是高硼高速钢耐磨性随淬火温度的变化曲 

线，其中耐磨性用磨损时间与磨损失重的比值来表 

示。从图7中可以看出，随着淬火温度的升高，磨损 

失重减少，磨损时间与磨损失重的比值增大，表明 

钢的耐磨性逐渐上升。结合图6可知，钢的耐磨性与 

硬度呈现出相同的变化趋势。耐磨性的变化主要受 

到宏观硬度的影响。高硼高速钢在1 050 °C以下淬 

火时，虽然存在大量的共晶硼碳化物和二次硼碳化 

物，但是基体主要由低硬度的铁素体组成，铁素体 

受到磨粒磨损后变形严重，不能有效的支撑硼碳化 

物，导致磨损失重较多，耐磨性低。淬火温度达到 

1 100 °C后，基体全部转变为了高硬度的马氏体组 

织，马氏体在磨损过程中不易变形，可对共晶硼碳 

化物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作用，能有效的阻碍和缓解 

共晶硼碳化物在磨损颗粒冲击作用下的脆断和剥

Fig. 7 Effect o f  quenching tem perature on w ear resistance o f  
high-boron high-speed steel

落；同时，强硬的共晶硼碳化物可以抵抗磨粒磨损， 

对其周围的基体组织有保护作用，减少基体的摩擦 

损 失 所 以 ，在1 100°C淬火时，钢的磨损失重明显 

降低，耐磨性大幅提高。当淬火温度达到1 150°C后， 

钢的宏观硬度进一步增大，网状共晶硼碳化物出现 

明显的断网和团球化，分布更加均匀，能有效的阻止 

位错运动；同时，马氏体基体对共晶硼碳化物的支撑 

和包裹作用更好。

图8所示为高硼高速钢经过不同温度淬火后磨 

损面的SEM照片。可以看出，随着淬火温度的上升， 

犁沟深度逐渐变浅，犁皱数量逐渐减少。经1 000 °C 
淬火后，合金的磨损面上含有较深且平直的犁沟和 

大量犁皱。当淬火温度达到1 150°C时，磨损面较为 

光滑，犁沟深度明显变浅，犁皱数量明显减少，耐磨 

性提高。环块磨损试验的磨损机制主要是微观切削 

磨损和塑性挤压剥落磨损。变质含铝高硼高速钢在 

环块磨损过程中，先磨掉的硬质相颗粒具有很高的 

硬度，可以起到磨粒的作用。硬质相磨粒的尖锐部分

( c ) l  150 °C ( d ) l  150 °C

图 8 经不同温度淬火热处理后的高硼高速钢磨损形貌 

Fig.8 W ear surface o f  h igh boron high-speed steel after quenching and heat treatm ent at different tem peratures



FOUNDRY TECHNOLOGY.236.

压入试样表面，当与试样发生水平切削运动时，对材 

料产生挤压作用，形成犁沟。在犁沟形成的过程中， 

一部分材料被切削而形成切屑，一部分被推到两侧 

和前端，发生塑性变形，形成犁皱。

3 结论

(1) 稀土镁合金变质的高硼高速钢铸态组织 

主要由马氏体、铁素体、珠光体和沿晶界呈连续网状 

分布的共晶硼碳化物组成。共晶硼碳化物主要是 

M2B和M t(C,B)3,在局部出现断网。

(2) 淬火温度低于1 050 °C 时，高硼高速钢不能 

完全奥氏体化，基体主要由铁素体组成，共晶硼碳化 

物仍呈连续网状分布，在基体中析出了大量二次硼 

碳化物 M23(C，B)6。

(3) 淬火温度为1 100 °C时，基体完全转变为了 

马氏体组织，共晶硼碳化物出现明显缩颈;淬火温度 

升高到1 150°C后，基体仍由马氏体组成，共晶硼碳 

化物发生明显的断网和团球化，分布更加均匀。

(4) 随着淬火温度的升高，高硼高速钢的基体显 

微硬度、宏观硬度和耐磨性都明显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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