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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滲碳處理是增強鋼鐵表面機械性質常見的方法之一，可以有效解決低碳鋼過軟的問題，因此本次實驗便是使用滲碳將ψ15mm之AISI 

1015低碳鋼棒加工成外硬內軟的材料，本次實驗是否成功，取決於最外部的維式硬度是否有大於內部的維式硬度。

實驗步驟:

切割金屬

原試片 實驗試片

與木炭一起放入不鏽
鋼罐

放入925℃的熱處理
爐並持溫 2hr 後空冷

使用砂紙研磨(#240、#400、#800、#1200、#2500)

拋光(0.3μm、0.05μm氧化鋁粉和水拋)

腐蝕(5%硝酸)

金相觀察、維式硬度檢測(荷重:500g)

實驗結果:

實驗結果:

▲圖一,(a)是表面未做處理前的金相圖;(b)是表面經滲碳處理
後的金相圖。 較淺的部分為肥粒鐵；深色則是波來鐵，可以
看到深色波來鐵的部分，在做完滲碳處理後有明顯的增長。

a) b)

a) b)

c) d)

▲圖二,(a)表面做處理過的金相圖;(b)邊界相比例圖(c)距離
邊界3.75 mm的金相圖(d)距離邊界3.75 mm的相比例圖。
白色的部分為肥粒鐵；黑色則是波來鐵，可以看到(a)(b)經
過滲碳處理後，波來鐵的比例得到了明顯的上升；(c)(d)經
過滲碳處理後，波來鐵看起來比較大，但比例與未處理的低
碳鋼棒不會相差太多。

結論:

圖三是原試片和滲碳後試片
的波來鐵相比例變化圖 (0hrs

是滲碳前；2hrs是滲碳後)

滲碳後的邊界波來鐵比例跟
內部相比還要高2.35倍。

圖四是原試片和滲碳後試片
的硬度比較圖(0hrs是原試片; 

2hrs是滲碳後試片)，表面維
式硬度會比內部還要高0.87

倍。

圖五是原試片和滲碳後試片
的平均晶粒大小比較圖(0hrs

是原試片；2hrs是滲碳後試
片)滲碳後試片較大原因是當
鋼鐵被加熱到高溫時，會促
進原子擴散並讓晶界為了降
低界面能而發生晶粒成長之
現象。

表面滲碳後的波來鐵比例相對於滲碳前增加了2.35倍

表面硬度值比0.1875mm到圓心四個點上升了0.87倍

因發生了晶粒成長使滲碳後的硬度下降為0.67倍

就結論而言我們做出了外硬內軟的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