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子书】2024年中原工学院

8 4 料 学基础考研精品资料



                                                                 

                                                                              考研精品资料 

 第 2 页 共 686 页 

 

【初试】2024 年中原工学院 814材料科学基础考研精品资料 

 

说明：本套资料由高分研究生潜心整理编写，高清 PDF电子版支持打印，考研首选资料。 

一、重点名校考研真题汇编 

1．附赠重点名校：材料科学基础 2016-2022年考研真题汇编（暂无答案） 

说明：本科目没有收集到历年考研真题，赠送重点名校考研真题汇编，因不同院校真题相似性极高，甚至

部分考题完全相同，建议考生备考过程中认真研究其他院校的考研真题。 

 

二、2024年中原工学院 814 材料科学基础考研资料 

2．《材料科学基础》考研相关资料 

（1）《材料科学基础》[笔记+课件+提纲] 

①中原工学院 814材料科学基础之《材料科学基础》考研复习笔记。 

说明：本书重点复习笔记，条理清晰，重难点突出，提高复习效率，基础强化阶段首选资料。 

②中原工学院 814材料科学基础之《材料科学基础》本科生课件。 

说明：参考书配套授课 PPT 课件，条理清晰，内容详尽，版权归属制作教师，本项免费赠送。 

③中原工学院 814材料科学基础之《材料科学基础》复习提纲。 

说明：该科目复习重难点提纲，提炼出重难点，有的放矢，提高复习针对性。 

 

（2）《材料科学基础》考研核心题库（含答案） 

①中原工学院 814材料科学基础考研核心题库之简答题精编。 

②中原工学院 814材料科学基础考研核心题库之计算题精编。 

说明：本题库涵盖了该考研科目常考题型及重点题型，根据历年考研大纲要求，结合考研真题进行的分类

汇编并给出了详细答案，针对性强，是考研复习首选资料。 

 

（3）《材料科学基础》考研模拟题[仿真+强化+冲刺] 

①2024 年中原工学院 814材料科学基础考研专业课五套仿真模拟题。 

说明：严格按照本科目最新专业课真题题型和难度出题，共五套全仿真模拟试题含答案解析。 

②2024 年中原工学院 814材料科学基础考研强化五套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 

说明：专业课强化检测使用。共五套强化模拟题，均含有详细答案解析，考研强化复习首选。 

③2024 年中原工学院 814材料科学基础考研冲刺五套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 

说明：专业课冲刺检测使用。共五套冲刺预测试题，均有详细答案解析，最后冲刺首选资料。 

 

三、电子版资料全国统一零售价 

3．本套考研资料包含以上一、二部分（高清 PDF电子版，不含教材），全国统一零售价：[￥] 

特别说明：青岛掌щ心博◎阅电子书 

①本套资料由本机构编写组按照考试大纲、真题、指定参考书等公开信息整理收集编写，仅供考研复习参

考，与目标学校及研究生院官方无关，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将立即处理。 

②资料中若有真题及课件为免费赠送，仅供参考，版权归属学校及制作老师，在此对版权所有者表示感谢，

如有异议及不妥，请联系我们，我们将无条件立即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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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24年研究生入学考试指定/推荐参考书目（资料不包括教材） 

4．中原工学院 814材料科学基础考研初试参考书 

《材料科学基础》第二版，石德珂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 

 

五、本套考研资料适用学院和专业 

材料与化工学院 

 

版权声明 

 

编写组依法对本书享有专有著作权，同时我们尊重知识产权，对本电子书部分内容参考和引用的市面

上已出版或发行图书及来自互联网等资料的文字、图片、表格数据等资料，均要求注明作者和来源。但由

于各种原因，如资料引用时未能联系上作者或者无法确认内容来源等，因而有部分未注明作者或来源，在

此对原作者或权利人表示感谢。若使用过程中对本书有任何异议请直接联系我们，我们会在第一时间与您

沟通处理。 

因编撰此电子书属于首次，加之作者水平和时间所限，书中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恳切希望广大考生读

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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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中原工学院 814 材料科学基础备考信息 

 

中原工学院 814材料科学基础考研初试参考书目 

《材料科学基础》第二版，石德珂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 

 

中原工学院 814材料科学基础考研招生适用院系 

材料与化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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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中原工学院 814材料科学基础考研核心笔记 

 

《材料科学基础》考研核心笔记 

 

第 1 章  材料结构的基本知识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考点：原子的电子排列 

考点：周期表及性能的周期性变化 

考点：一次键 

考点：二次键 

考点：多相组织 

 

考研核心笔记 

不同的材料具有不同的性能，同一材料经过加工也会有不同的性能，这些都归结与内部的结构不同。 

结构大致可分为四个层次：原子结构、原子结合键、材料中原子的排列以及晶体材料的显微组织。 

【核心笔记】原子结构 

1.原子的电子排列 

（1）原子——可看成是原子核及分布在核周围的电子组成。 

（2）原子核——中子和质子组成，核的体积很小，集中了原子的绝大部分质量。 

（3）电子——绕着原子核在一定的轨道上旋转质量虽可忽略，但电子的分部却是原子结构中最重要

的问题，它不仅决定单个原子的行为，也对工程材料内部原子的结合及某些性能起着决定性作用。 

（4）电子运动的轨道 

由四个量子数决定，分别是主量子数、次量子数、磁量子数及自旋量子数。 

主量子数——决定电子离核远近和能量高低的主要参数。 

次量子数——量子轨道并不一定总是球形的，次量子数反映了轨道的形状，各轨道在原子核周围的角

度分布不同。它也影响轨道的能级，按 s、p、d、f 依次升高。 

磁量子数——确定了轨道的空间取向，以 m 表示。没有外磁场时，处于同一亚壳层而空间取向不同的

电子具有相同的能量，但在外加磁场下，不同空间取向轨道的能量会略有所差别。 

自旋量子数——ms=+1/2，–1/2，表示在每个状态下可以存在自旋方向相反的两个电子。 

主量子数壳层序

号 

次量子数亚壳层

状态 

磁量子数规第的

状态数目 

考虑自旋量子数

后的状态数目 
各壳层总电子数 

1 1s 1 2 2（=2×12） 

2 
2s 

2p 

1 

3 

2 

6 
8（=2×22） 

3 

3s 

3p 

3d 

1 

3 

5 

2 

6 

10 

18（=2×32） 

4 

4s 

4p 

4d 

4f 

1 

3 

5 

7 

2 

6 

10 

14 

32（=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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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核外电子的分部与四个量子数有关，且服从下述两个基本原理。 

①泡利不相容原理:一个原子中不可能存在有四个量子数完全相同的两个电子。 

②最低能量原理:电子总是优先占据能量低的轨道，使系统处于最低的能量状态。 

 

2.周期表及性能的周期性变化 

原子周期律——早在 1869 年，俄国化学家已发现了元素性质是按原子相对质量的增加而程周期性的

变化。这正是由于原子核外电子的排列是随原子序数的增加呈周期性变化。 

族——周期表上竖的各列。同一族元素具有相同的外壳层电子数，同一族元素具有非常相似的化学性

能。 

各个元素所表现的行为或性质一定会呈现同样的周期性变化，因为原子结构从根本上决定了原子间的

结合键，从而影响元素的性质。 

【核心笔记】原子结合键 

键的形成——在凝聚状态下，原子间距离十分接近，便产生了原子间的作用力，使原子结合在一起，

就形成了键。 

键分为一次键和二次键 

一次键——结合力较强，包括离子键、共价键和金属键。 

二次键——结合力较弱，包括范德瓦耳斯键和氢键。 

 

1.一次键 

（1）离子键——当两类原子结合时，金属原子的外层电子很可能转移到非金属原子外壳层上，使两

者都得到稳定的电子结构，从而降低体系的能量，此时金属原子和非金属原子分别形成正离子和负离子，

正负离子间相互吸引，使原子结合在一起，这就是离子键。（如 NaCl） 

（2）共价键——价电子数为 4 或 5 个的ⅣA、ⅤA 族元素，离子化比较困难，在这种情况下，相邻原

子间可以共同组成一个新的电子轨道，由两个原子中各有一个电子共用，利用共享电子对来达到稳定的电

子结构。这就是共价键。 

（3）金属键——金属原子很容易失去外壳层电子而具有稳定的电子壳层，形成带正电的阳离子，由

正离子和自由电子之间的相互吸引而结合起来的称金属键。 

 

2.二次键 

（1）范德瓦耳斯键 

当原子和分子相互靠近时，一个原子的偶极矩将会影响另一个原子的电子分布，电子密度在靠近第一

个原子的正电荷处更高些，这样使两个原子相互静电吸引，体系就处于较低的能量状态。 

（2）氢键 

氢键的本质与范德瓦耳斯键一样，只是氢原子起了关键作用。氢原子只有一个电子，当氢原子与一个

电负性很强的原子 X 结合成分子时，氢原子的一个电子转移至该原子壳层上；分子的氢离子侧实质上是一

个裸露的质子，对另个电负性较大的原子 Y 表现出较强的吸引力，这样，氢原子便在两个电负性很强的原

子之间形成一个桥梁，把两者结合起来，形成氢键。所以氢键可表达为：X–H——Y 

（3）混合键 

实际材料中单一结合键并不多，大部分材料的内部原子结合键往往是各种键的混合。 

 

3.结合键的本质与原子间距 

固体原子中存在两种力：吸引力和排斥力。它们随原子间距的增大而减小。当距离很远时，排斥力很

小，只有当原子间接近至电子轨道互相重叠时斥力才明显增大，并超过了吸引力。在某一距离下引力和斥

力相等，这一距离 r0相当于原子的平衡距离，称原子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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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F）核能量（E）之间的转换关系： 

d

dE
F   





0

FdE  

 

图 1-8 原子间结合力 

a)原子间吸引力、排斥力、合力 b)原子间作用位能与原子间距的关系 

 

4.结合键与性能 

（1）物理性能 

①熔点的高低代表了材料稳定性的程度。共价键、离子键化合物的熔点很高这是陶瓷材料比金属材料

具有更高热稳定性的根本原因。二次键结合的材料熔点一定偏低，如聚合物等。 

②材料的密度与结合键类型有关。金属有高的密度，陶瓷材料的密度很低。 

聚合物由于其是二次键结合密度最低。 

③金属键使金属材料具有良好的导电性和导热性，而由非金属键结合色陶瓷、聚合物均在固态下不导

电。 

（2）力学性能 

结合键是影响弹性模量的主要因素。结合键能越大，弹性模量越大，材料的强度越大。 

【核心笔记】原子排列方式 

1.晶体与非晶体 

晶体中原子的排列是有序的，即原子按某种特定方式在三维空间内呈周期性规则重复排列。而非晶体

内部原子的排列是无序的。这种排列上的差异造成性能上的不同： 

各向异性——晶体由于其空间不同方向上的原子排列不同，沿着不同方向上所测得的性能数据亦不同

这种性质称晶体的各向异性。 

各向同性——非晶体在各个方向上的原子排列可视为相同，沿任何方向测得的性能是一致的，表现为

各向同性。 

从液态到非晶态固体是一个渐变过程，既无确定的熔点，又无体积的突变。这说明非晶态转变只不过

是液态的简单冷却过程，随温度的下降，液态的粘度越来越高，当其流动性完全消失时则称固相。 

液体向晶体的转变还具有结构转变，这一原子重排过程是通过在液体中不断形成有序排列的小晶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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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核的逐渐生长实现的。 

【核心笔记】晶体材料的组织 

材料的组织——指各种晶粒的组合特征，即各种晶粒的相对量、尺寸大小、形状及分布等特征。 

 

1.组织的显示与观察 

宏观组织——粗大的组织用肉眼即能观察到。 

显微组织——用金相显微镜或电子显微镜观察到的组织。 

 

2.单相组织 

单相组织——具有单一相的组织，即所有晶粒的组成相同，晶粒结构也相同。 

固溶体——溶液中各处的成分与结构相同，是单一的相，在固体状态时称为固溶体。 

描述单相组织特征的主要有晶粒尺寸与形状。 

（1）晶粒尺寸对材料性能有重要影响，细化晶粒可提高材料的强度，还改善材料的塑性和韧性。 

（2）晶粒的形状取决于各个核心的生长条件。 

等轴晶：若每个核心在各个方向上的生长条件接近，最终得到的晶粒在空间三维方向上尺度相当。 

柱状晶：若在特定的条件下，空间某一方向的生长条件明显优于其它二维方向，最终得到拉长的晶粒

形状。 

 

3.多相组织 

是两相合金的一种典型组织，两个相的晶粒尺度相当，两种晶粒各自成为等轴状，两者均匀的交替分

布，此时合金的力学性能取决于两个相或两种组织组成物的相对量及各自的性能。以强度为例，材料的强

度 应等于： 2211    

1 、 2 为两个相的强度值； 

1 、 2 为两个相的体积分数。 

弥散强化——组织中两个相的晶粒尺度相差甚远，尺寸较细的相以球状、点状、片状或针状等形态弥

散地分布于另一相的基体内。大幅度地提高材料的强度。 

第二相在基体相的晶界上分布是一种常见的组织特征 

【核心笔记】材料的稳态结构与亚稳态结构 

稳态结构——同一材料在不同条件下可以得到不同的结构，其中能量最低的结构称稳态结构。 

亚稳态结构——能量相对较高的结构则称亚稳态结构 

结构转变的热力学条件：结构形成时必须沿着能量降低的方向进行。 

热力学第二定律对这种自发过程的叙述为：只有那些使体系自由能 A 减小的过程才能自发进行，可表

示为。 

等温等容 0 VTA 、 自发过程 

等温等压 0 PTG 、 自发过程 

两种自由能的表达式为 A=U–TSG=H–TS 

U——内能 

H——焓 

S——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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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中原工学院 814材料科学基础考研辅导课件 

 

《材料科学基础》考研辅导课件 

 



                                                                 

                                                                              考研精品资料 

 第 218 页 共 686 页 



                                                                 

                                                                              考研精品资料 

 第 219 页 共 686 页 



                                                                 

                                                                              考研精品资料 

 第 220 页 共 686 页 



                                                                 

                                                                              考研精品资料 

 第 246 页 共 686 页 

 

2024年中原工学院 814材料科学基础考研复习提纲 

 

《材料科学基础》考研复习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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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中原工学院 814材料科学基础考研核心题库 

 

《材料科学基础》考研核心题库之简答题精编 

 

1． 简述影响扩散系数的主要因素。 

【答案】影响扩散的因素：①温度的影响。温度越高，扩散越快。②晶体结构的影响。结构不同，扩

散系数不同。③固溶体类型对扩散的影响。不同的固溶体，原子的扩散和机制不同。④固溶体浓度对扩散

的影响。浓度越大，扩散越容易。⑤晶体缺陷的影响。晶界、位错、空位都会对扩散产生影响。⑥化学成

分对扩散的影响。加入化学元素对扩散会产生阻碍。 

 

2． 一种合金能够产生析出硬化的必要条件是什么?有人说:“一种析出硬化型合金可通过用适当温度水淬

的方法予以软化。"这种说法对否,解释之。 

【答案】①能够产生析出硬化的条件是该合金在加热、冷却过程中有固溶度变化，即高温时为单一固

溶体，室温时为两相组织，如铝铜合金。②析出硬化型合金不可以通过用适当温度的水淬冷方法予以软化，

其原因是将其加热到高温后为单一固溶体组织，快冷后获得单一固溶体，此时硬度虽不高，但随后将产生

析出硬化。因此析出硬化型合金只能通过时效方法来软化。 

 

3． 为什么合金钢比碳钢的力学性能好?热处理变形小?合金工具钢的耐磨性、热硬性比碳钢高? 

【答案】(1)合金元素加入后并经适当热处理，可使钢的力学性能提高或得以改善。(2)合金元素(除

Co 外)加入后使钢的淬透性增加，因此获得同样组织时合金钢可选择较缓的冷却介质，故热处理变形小。

(3)合金工具钢由于含有一些合金元素，与钢中的碳形成合金碳化物，而这些合金碳化物的硬度高、熔点

髙，所以合金工具钢的耐磨性、热硬性比碳钢高。 

 

4． 向镍中加入尺寸为 10～50nm 的氧化钍颗粒，经过 40%轧制，该材料表现出很高的高温强度，试说明

其原因。 

【答案】由两相合金的再结晶理论，如果第二相颗粒很细(小于 )，间距又很小(小于 )，第

二相粒子将抑制再结晶晶核的形成。本题所加第二相粒子尺寸小于 ，故加入一定体积分数氧化钍，

可以提高高温性能。这是因为再结晶晶核形成之前，亚晶核长大的过程中就遇到了第二相颗粒的阻碍，抑

制了再结晶晶核的形成，阻碍了再结晶的发生，使之熔化之前也不发生再结晶。故高温工作时,位错密度

较髙，变形抗力高。此外,氧化钍粒子阻碍位错的运动，增加了塑变阻力,故增高了高温性能。 

 

5． 分析碳和合金元素在高速钢中的作用及高速钢热处理工艺的特点。 

【答案】化学成分:高碳的目的是为了和碳化物形成元素 Cr、W、Mo、V等形成碳化物，并保证得到强

硬的马氏体基体以提髙钢的硬度和耐磨性。W、Mo、V主要是提高钢的红硬性，因为这些元素形成的碳化物

硬度髙，产生“二次硬化”效应，因而显著提髙钢的红硬性、硬度和耐磨性。Cr主要是提高钢的淬透性。

其工艺突出的特点是淬火加热温度非常高，回火温度高、次数多，淬火加热时采用预热。 

 

6． 何为传统上的“陶瓷”？何为特种陶瓷？两者在成分上有何异同。 

【答案】普通陶瓷是以天然的硅酸盐矿物为原料(如粘土、长石、石英)经过原料加工——成型——烧

结而得到的无机多晶固体材料。因此，这类陶瓷又叫硅酸盐陶瓷。为了改善普通陶瓷的性能，入们发现天

然原料中带来的杂质颇为不利，因此采用了纯度较高的人工合成原料，并沿用普通陶瓷的成型、烧结工艺

而制得新的陶瓷品种。这类陶瓷称为特种陶瓷，例如氧化物陶瓷、压电陶瓷等。成分异同:(1)传统陶瓷以

粘土、长石、石英为原料。(2)特种陶瓷:采用人工合成原料(无杂质或杂质较少的各种化合物，例如氧化

物、氮化物、碳化物)经传统工艺成型及烧结而成，其成分特点是比传统陶瓷杂质少，由于采用人工合成

的粉粒，故成分可以调整。 

 



                                                                 

                                                                              考研精品资料 

 第 266 页 共 686 页 

7． 试绘出体心立方晶胞示意图，在晶胞中画出体心立方晶体的一个滑移系，标出指数；说明体心立方结

构的单相固溶体合金在冷塑性变形中的特点。 

【答案】体心立方晶胞示意于图 1,晶胞中的一个滑移系为 。 

体心立方结构的单相固溶体合金在冷塑性变形表现出的特点为加工硬化、屈服现象和应变时效。 

 

图 1 

 

8． 为什么铸铁生产中,具有三低(碳、硅、锰含量低)一高(硫含量高)化学成分的铸铁易形成白口?为什么

同一铸件中往往表层和薄壁处易形成白口? 

【答案】成分：(a) 1.3)% 

。(b)20钢：  

。 

成分差别:铸铁 C、Si、P、S的质量分数较高。 

组织：(a)HT150:F+P+G(石墨)；(b)20钢：F+P。 

性能比较:抗拉强度和硬度两者相差不大，但抗拉强度 20钢远远高于 HT150,HT150的塑、韧性远低于

20钢。HT150减磨性、铸造性能、切削加工性能好于 20 钢。而 20钢的焊接性能、锻造性能好于 HT150(HT150

不能锻造)。 

 

9． 为什么多元合金凝固时会出现成分过冷？成分过冷对合金的凝固组织有什么影响？ 

【答案】多元合金凝固过程中熔点高的元素先凝固，如果合金搅拌不够充分，将会使低熔点的元素富

集在凝固界面前沿，降低凝固界面前沿液相的实际凝固温度，这时即使是正的温度梯度，凝固界面前沿也

可能出现过冷度随离开界面距离增加而增大的现象，这种现象称为成分过冷现象。成分过冷现象的出现将

使多元合金即使在正的温度梯度下也可能出现胞状组织或枝晶组织。 

 

10．结合不锈钢所用合金元素的作用，试分析各类不锈钢的主要特性?主要不足是什么?如何防止或克服? 

【答案】不锈钢根据钢的组织特点可以分为马氏体不锈钢、铁素体不锈钢、奥氏体不锈钢三种。马氏

体不锈钢属铬不锈钢，随含碳量的增加，钢的强度、硬度、耐磨性提高，但耐蚀性下降,因碳与铬形成碳

化铬，使其电位不能跃升，为了提高耐蚀性及机械性能，通常要进行淬火与回火。铁素体不锈钢也属于铬

不锈钢，从室温加热到高温(960～ )组织无变化，抗大气与耐酸能力强，但在加热过程中若晶粒粗

化后就不能用热处理方法来细化，只能用塑性变形与再结晶来改善。奥氏体不锈钢属于镍铬钢，此钢具有

很好的耐蚀性与耐热性，但是在 下，会出现晶间腐蚀，通常通过降低碳的质量分数，加入能形

成稳定碳化物的元素(例如 Ti)及适当热处理来防止晶间腐蚀。 

 

11．奥氏体在什么条件下可以转变为片状珠光体？在什么条件下将转变为粒状珠光体？ 

【答案】奥氏体化温度较高，保温时间较长，奥氏体成分均匀，冷却速度较快时易形成片状珠光体。 

奥氏体化温度较低，保温时间较短,加热转变未充分进行，奥氏体成分不均匀,随后冷却时珠光体转变

等温温度较高，等温时间足够长或冷却速度极慢易形成粒状珠光体。 

 

12．简要说明孪生与滑移的不同，比较它们在塑变过程中的作用。 

【答案】孪生使一部分晶体发生了均匀切变，滑移只集中在滑移面上进行;孪生使一部分晶体位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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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改变，滑移不改变晶体位向；孪生要素与滑移系通常不同;孪生的临界切应力比滑移大得多，孪生的

应力-应变曲线呈锯齿状，而滑移的应力-应变曲线呈光滑状;孪生变形速率远高于滑移。孪生对塑变的直

接贡献不如滑移大，但由于孪生改变了晶体位向，可使处于硬位向的滑移系转到软位向而参与滑移，这对

滑移系少的密排六方金属显得尤为重要。 

 

13．试用塑性变形位错理论说明金属材料的晶粒越细小其强度越高的原因。 

【答案】金属多晶体材料塑性变形时，粗大晶粒的晶界处塞积的位错数目多，形成较大的应力场，能

够使相邻晶粒内的位错源启动，使变形继续；相反，细小晶粒的晶界处塞积的位错数目少，要使变形继续，

必须施加更大的外加作用力以激活相邻晶粒内位错源，因此，细晶材料要发生塑性变形需要更大外部作用

力，即晶粒越细小晶体强度越髙。 

 

14．如果以 20Cr、20CrMnTi 及 20Cr2Ni;4W 作为渗碳用钢，它们在力学性能、工艺性能及工艺特点上有何

差异？为什么？ 

【答案】20Cr 属于低淬透性渗碳钢，适于制造受力不大的小型耐磨零件，渗碳温度为 ，

淬火温度为 (水淬或油淬)，回火温度为 。20CrMnTi属于中淬透性渗碳钢，用于制造尺寸

较大、承受中等载荷的零件，渗碳温度为 930～ ，淬火温度为 (油淬)，回火温度为 ，

20Cr2Ni4W 属于高淬透性渗碳钢，用于制造重载荷、大截面、要求髙耐磨性及良好韧性的零件，渗碳温度

为 900～ ，淬火温度为 ，且在 时进行二次淬火，回火温度为 。之所以有差异，主

要是受合金元素的种类及含量的影响。 

 

15．面心立方金属单晶体沿[001]拉伸可有几个等效滑移系同时启动？沿[111]拉伸可有几个等效滑移系同

时启动？并具体写出各滑移系的指数。 

【答案】根据“映象规则”，利用立方晶体的 001标准投影，可知当 FCC 结构的晶体沿[001]轴拉伸

时，其等效滑移系共有 8个，分别是：

。当 FCC结构的晶体沿[111]方向拉伸时，其等效滑移系有 6个，分别是：

[110]。 

 

16．说明合金强化的主要机制。 

【答案】(1)细晶强化：通过增加晶粒数目，提高晶界对移动位错的阻碍作用，从而达到强化的效果。 

(2)固溶强化：即将溶质原子溶入基体金属中，使基体金属产生点阵畸变，从而抑制位错源的活动以

提高基体金属的强度。 

(3)形变强化：即当晶体经过形变之后，使晶体内部的位错发生塞积或缠结，难以运动，从而达到强

化基体的目的。 

(4)第二相强化：即通过第二相粒子均匀弥散分布在基体上，阻止位错的运动或增加位错运动的阻力，

提高合金的强度。 

 

17．已知 时，碳在奥氏体中的溶解度为 ，而在铁素体中的极限溶解度仅为 。

请解释二者差别如此明显的原因。 

【答案】奥氏体为面心立方结构，碳原子位于其八面体间隙中；铁素体为体心立方结构，碳原子位于

其扁八面体间隙中。面心立方的八面体间隙半径与铁原子半径之比(0.414)大于体心立方的八面体间隙半

径与铁原子半径之比(0.155)，而碳原子半径大于间隙半径，一个碳原子固溶于奧氏体中所引起的晶体能

量增高远小于固溶于铁素体中所引起的晶体能量增高。 

 

18．将一个楔形铜片，置于间距恒定的两个轧辊之间轧制，如下图所示。 

(1)画出此铜片完全再结晶之后，晶粒的大小沿着片长方向变化的示意图。 

(2)如果在较低的温度退火，何处先发生再结晶，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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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答案】(1)完全再结晶之后，晶粒沿着片长方向变化如图 1所示。最窄处无形变或者是变形度极小，

不能发生再结晶，退火时晶粒尺寸不变。在较窄处处于临界变形度，变形量约为 2%～10%,储存能少，可以

发生再结晶，但是生核率很低，故再结晶后晶粒特别粗大;超过临界变形度，随着变形度增加，再结晶驱

动力逐渐增大，故再结晶形核率增大，使晶粒变细。当变形量很大时，要产生再结晶织构，如果再结晶温

度较高时，会产生晶粒异常长大,退火后形成异常大的晶粒。 

(2)变形量越大，储存能越髙，再结晶驱动力越大，再结晶温度越低。故在较宽处变形度最大，可以

首先发生再结晶。 

 

图 

 

19．同素异晶转变、马氏体相变、脱溶转变有何主要区别？ 

【答案】同素异晶转变主要是纯组元固态下出现的相变，没有成分变化，短程扩散过程控制；马氏体

相变是无扩散、切变型相变，在纯金属及合金中都会出现，是界面过程控制的。脱溶出现在合金中，有成

分变化，主要是长程扩散控制的。 

 

20．未来材料科学研究具有什么样的特点？材料科学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答案】目前，由于对新材料的需求日益增长,人们希望在材料研制中尽可能地增加理论预见性、减

少盲目性。客观上由于现代化物理化学等基础科学的深入发展,提供了许多新的原理与概念，更重要的是

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的发展，以及各种材料制备及表征评价技术的进展，使材料研制及设计出现一些新的

特点。 

①在材料的微观结构设计方面，将从显微构造层次 向分子、原子层次(1～10nm)及电子层次

(0.1—1nm)发展(研制微米、纳米材料)。 

②将有机、无机和金属三大类型材料在原子、分子水平上混合而构成所谓“杂化”(Hybrid)材料的构

思设想，探索合成材料新途径。 

③在新材料研制中，在数据库和知识库存的基础上，利用计算机进行新材料的性能预报，利用计算机

模拟揭示新材料微观结构与性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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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中原工学院 814材料科学基础考研题库[仿真+强化+冲刺] 

 

中原工学院 814材料科学基础考研仿真五套模拟题 

 

2024 年材料科学基础五套仿真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一） 

 

一、简答题 

1． 试分析铁碳双重相图产生的原因。 

【答案】从热力学上分析得知，石墨的自由能总量低于 。因此，石墨是更稳定的相，而 是介

稳定相，故通常将 称为介稳定系，而将 Fe-C系称为稳定系。 

从动力学上分析，由于 含碳 6.69%，而石墨含碳 100%，而常用钢铁材料的含碳量小于 5%。这样，

形成石墨相所需的成分起伏比形成 大得多，也就是说形成石墨核心比形成 核心要难得多。 

因此，热力学的稳定性和动力学上进行的难易决定了在不同条件下，铁碳合金两个二元系都可能发生。 

 

2． 未来材料科学研究具有什么样的特点？材料科学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答案】目前，由于对新材料的需求日益增长,人们希望在材料研制中尽可能地增加理论预见性、减

少盲目性。客观上由于现代化物理化学等基础科学的深入发展,提供了许多新的原理与概念，更重要的是

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的发展，以及各种材料制备及表征评价技术的进展，使材料研制及设计出现一些新的

特点。 

①在材料的微观结构设计方面，将从显微构造层次 向分子、原子层次(1～10nm)及电子层次

(0.1—1nm)发展(研制微米、纳米材料)。 

②将有机、无机和金属三大类型材料在原子、分子水平上混合而构成所谓“杂化”(Hybrid)材料的构

思设想，探索合成材料新途径。 

③在新材料研制中，在数据库和知识库存的基础上，利用计算机进行新材料的性能预报，利用计算机

模拟揭示新材料微观结构与性能的关系。 

④深入研究各种条件下材料的生产过程，运用新思维，采用新技术，来开发新材料，进行半导体超晶

格材料的设计，即所谓“能带工程”或“原子工程”就是一例。它通过调控材料中的电子结构，按新思维

获取由组成不同的半导体超薄层交替生长的多层异质周期结构材料,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半导体激光器的研

制。 

⑤选定重点目标，组织多学科力量联合设计某种新材料，如按航天防热材料的要求而提出的“功能梯

度"材料(FGM)的设想和实践。 

21 世纪的材料科学必将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基础上，朝着高功能化、超高性能化、复杂化(复合化

和复杂化)、精细化、生态环境化和智能化的方向发展，从而为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作出更大的贡献。 

 

3． 说说你对材料的成分、组织、工艺与性能之间关系的理解。 

【答案】材料的成分、组织、工艺与性能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互相影响。材料的性能与它们的化学

成分和组织结梅密切相关，材料的力学性能往往对结构十分敏感，结构的任何微小变化，都会使性能发生

明显变化。材料工作者的最终目标是根据最终需求，设计出合理成分，制订最佳生产流程，而后生产出符

合要求的材料。 

如钢中存在的碳原子对钢的性能起着关键作用，许多金属材料中一些极微童的合金元素也足以严重影

响其性能。然而由同一元素碳构成的不同材料如石墨和金刚石，也有着不同的性能，有些高分子的化学成

分完全相同而性能却大不一样，其原因是它们有着不同的内部结构。 

材料的内部结构可分为不同层次，包括原子结构、原子的排列方式，以及显微组织和结构缺陷。如果

同样的晶体材料，它的晶粒或是“相”的形态和分布改变，就可以大大地改善它的性能。无论是金属、陶

瓷、半导体、高分子还是复合材料，它们的发展无一不与成分和结构密切相关。只有理解和控制材料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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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才能得到人们所要求的材料性能。 

而材料的制备/合成和加工不仅赋予材料一定的尺寸和形状，而且是控制材料成分和结构的必要手段。

如钢材可以通过退火、淬火、回火等热处理来改变它们内部的结构而达到预期的性能，冷轧硅钢片经过复

杂的加工工序能使晶粒按一定取向排列而大大减少铁损。飞机发动机的叶片可以通过铸造的凝固控制做成

单晶体叶片，使之没有晶粒边界，大大提髙它的使用温度和性能，光纤不仅要拉成微米级的细丝，而且要

控制光纤从内到外的折射率的分布，等等。有时候可以说没有一种合成加工上的新的突破，就没有某一种

新材料。如有了快速冷却的加工方法，才有了非晶态的金属合金。 

 

4． 铸锭的一般组织可分为哪几个区域？写出其名称。并简述影响铸锭结晶组织的因素。 

【答案】分为三晶区：激冷区、柱状晶区、中心等轴晶区。 

影响铸锭结晶组织的因素：①液体过热度，越小越好；②凝固温度范围，越大越好，有利于枝晶的破

碎；③温度梯度，越小越有利于等轴晶；④合金熔点低，温度梯度小；⑤搅拌或加孕育剂。 

 

5． 奥氏体在什么条件下可以转变为片状珠光体？在什么条件下将转变为粒状珠光体？ 

【答案】奥氏体化温度较高，保温时间较长，奥氏体成分均匀，冷却速度较快时易形成片状珠光体。 

奥氏体化温度较低，保温时间较短,加热转变未充分进行，奥氏体成分不均匀,随后冷却时珠光体转变

等温温度较高，等温时间足够长或冷却速度极慢易形成粒状珠光体。 

 

6． 何谓加工硬化？列出加工硬化的各种可能机制，说明加工硬化在工业上的应用。 

【答案】金属在冷加工过程中流变应力随应变的增加而增加的现象称为加工硬化。 

加工硬化的机制主要是位错之间的相互作用，如割阶的形成，位错交截、缠结，位错运动中与林位错

的作用，面角位错的形成，以及溶质原子与位错的作用形成溶质原子气团等。 

加工硬化在工业上的应用：金属在加工过程中塑性变形抗力不断增加，使金属变脆，需要进行多次中

间退火，使金属的冷加工需要消耗更多的功率；加工硬化使金属基体具有一定的抗偶然过载的能力；加工

硬化和塑性变形适当配合可使金属进行均匀塑性变形，有些加工方法要求金属必须有一定的加工硬化；加

工硬化也是强化金属的重要手段之一，对某些纯金属加工硬化是提高强度的重要办法；有些零部件在工作

条件下表面会不断硬化，达到表面耐冲击、耐磨损的要求；经过加工硬化后村料塑性降低，可以改善材料

如低碳钢的切削加工性能；可以通过冷加工控制产品的最后性能。 

 

7． 说明存在于面心立方晶格金属中(111)面的位错 及 面的位错 能发生

位错反应的原因；生成位错的柏氏矢量及位错属性是什么？该位错反应发生对于金属的塑性变形将产生何

种影响？ 

【答案】(1)发生位错反应  

能发生反应原因：①满足结构条件 。 

②满足能量条件： 。 

(2)生成位错柏氏矢量 为 ，为纯刃型位错，可滑移面(001)面不是面心立方结构滑移面，

所以为固定位错。 

(3)位错反应生成固定位错 a/2[110]将阻碍(111)， 面上位错运动，宏观产生显著形变强化。 

 

8． 说明相图中各水平线的相变过程，相变产物及反应条件。 

【答案】包晶转变线 ，即 B点成分的 L相与 H点成分的 相，在 反

应生成 J点成分的 相。 

共晶转变线 ，即 C点成分的液相在 1148℃反应生成了由 E点成分的 相

和 组成的莱氏体。 

共析转变线 ，即 S 点成分的 相在 反应生成了由 P点成分的 相和

组成的珠光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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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计算题 

9． 设碳原子均处于 中的八面体间隙，试计算 中的八面体间隙被碳原子占据的最大比例。(铁的

原子量为 55.85,阿伏伽德罗(Avogadm)常数为 0.602 ) 

【答案】在 相中，C 浓度 ，已知 为 FCC结构，n=4,每 100个单胞中有 400个 Fe

原子，其质量分数为： 

 

总质量为：  

碳原子个数为：  

可知，每 100个晶胞中有 40个碳原子。 

 

10．同一滑移面上的两根正刃型位错,其柏氏矢量为 b，相距 L,当 L 远大于柏氏矢量模 b 时，其总能量为

多少？若它们无限靠近时，总能量又为多少？如果是异号位错结果又如何？ 

【答案】当两根刃型位错相距很远时，总能量等于两者各自能量之和，无论是同号位错还是异号位错，

均有 

 

当两根正刃型位错无限靠近时，相当于柏氏矢量为 26的一个大位错的能量 

 

当两根异号刃型位错无限靠近时，相遇相消，其总能量为零。 

 

11．非化学计量化合物 中， ，求 中的％值和空位缺陷的浓度。 

【答案】 0.043,则

x=1-y=0.957,空位浓度为 0.043/(1+0.957)=2.2% 

 

12．下图为锡青铜(铜-锡二元合金)的平衡状态图。 

(1)结合此图所示，识别其中有几个包晶转变、几个共晶转变、几个共析转变？几种类型的固溶体？

并举例说明各是何种类型的固溶体？ 

(2)分析含锡为 20%(Wt.)的锡青铜的平衡结晶及其在随后的冷却至室温的过程中各经历了哪种相的转

变？其室温下的平衡组织是什么？并绘制其组织示意图(标示出其中的基本组成物的名称)、计算组织中的

基本组成相的含量各是多少？(图中虚线所示为不同快冷条件下的非平衡转变示意图曲线，与本题要求无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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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答案】(1)包晶转变：  

共晶转变：  

共析转变：  

 

相图中有两大类型的固溶体，其中有以纯金属为基的第一类固溶体，例如： 等，还有以化合物为

基的第二类固溶体，例如 等。 

(2)成分为 20%(Wt.)的锡青铜在平衡结晶过程中先后发生匀晶反应、包晶反应以及不同温度下的共析

反应等，具体平衡结晶过程如下所示： 

 

 

 

所以，最终组织为 。其中，相组成物相对含量: 

 

 

13．某金属单晶冷压 80%后，在 停留 7天后，性能回复到一定程度。若在 的时候，回复到相同

的程度则需要保温 50min,求该金属的回复激活能。▧  

【答案】冷变型金属在不同温度下，回复到相同程度所需要的时间 t与回复温度 T的关系为 

 

其中 C为常数， 回复激活能，R为气体常数。则 



                                                                 

                                                                              考研精品资料 

 第 413 页 共 686 页 

 

附赠重点名校：材料科学基础 2016-2022年考研真题汇编（暂无答案） 

 

第一篇、2022年材料科学基础考研真题汇编 

 

2022 年四川轻化工大学 801 材料科学基础考研专业课真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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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利用下图的自由能-成分曲线说明｜晑汒ݾ뽜٢ၒڃ͖٢၎屴个区域｜晔ѓ㩗�蕔魶㍛騀㽎㩎쁎䠀�
	68．(1)晶体内若杜璏荙᩶葾뽿㪖眀⡏䶕ᤀ⥢ᚗ承㪖眀⡦癵䰰ś橦癵䱻䤀⤀ⱑ癟㩞ꙏᩦ㹓䞚�屦这些现象称为什么?强度提高的原因是什么?
	69．试分析冷变形量对再结晶晶粒尺寸的影响。
	70．说明存在于面心立方晶格金属中(111)面的位错及面的位错能发生位错反应的原因；生成位错的柏氏矢量及位错属性是什么？该位错反应发生对于金属的塑性变形将产生何种影响？
	71．欲获得金属玻璃｜晎㩎쁎䡎�ⱦ⾐屴用液相线很陡,从聜晧屴较低共晶温度的二元系？
	72．分析金属固态相变的新相长大速度和体积转变速度与相变过冷度的关系。
	73．解释冷变形金属加热时回复、再结晶及晶粒长大的过程及特点。

	《材料科学基础》考研核心题库之计算题精编
	1． 设杜瑎N⩞獗䝼鉟葎㨀㔃밀浶葼襧⭓譗埿屦经2h烧结后｜暘袐麕罳蜀砀⼀爀㴀　⸀ə艧鱎Ά兦發鉵ᾕ翿屦将坯体烧结至颈部增长率x/r=0.2时｜暋핫풏荒ْ⮐읢楥捏₍⡔豭䅒ꡏ₍⡥륟屦各需要多少时间。
	2． 将一根长20m,直径14.0mm铝棒｜暐읛呟萀㈀⸀㜀洀浶葪⅑睢쥢퓿屦求：
	4． 将质量分数为10%的CaO加入到中｜晓扢ၗ譾퍧蓿屦已知阳离子半径为0.079nm,阴离子半径为0.140nm,求在该物质中杜瑙ᩜᆖ㑹뭛偺穏䷿�
	5． Cd-Ag-Zn乜瑑䍔屢金相图的等温截面图如下图所示。写出图中F点和G点成分的呜抑텶葞玈慶屦并计算相组成物的质量分数(用字母列式表示)。
	6． 如图所示｜晝䇿屦B,C乜瑾쑑䍖褐ś豑桎ൎ鉮똀Ⰰ䇿屦B｜昀䍶蒍⢑콒٥灒ْ⭎㨀㠀　◿屦10%｜昀　╶萀佔屢金在冷却过程中将进行二元共晶反应和乜瑑䍑煦癓쵞铿屦在二共晶反应开始时｜暋屢金液相的质量分数成分(a点)A为60%｜昀䉎㨀㈀　◿屦C为20%,聜晎屴元共晶反应开始时的液相成分(E点)A为50%｜昀䉎㨀　◿屦C为40%。
	7． 高温回复后｜晧屴几个刃位错组成亚晶界｜晎驦癵䱓화ᅝ㨰ʋ뺏�魏䶕ᦕꅧ屴交互作用｜暋햕扢၎驦癔屦畸变能是原来的多少倍？(设位错中心区半径,未形成亚晶时｜晏䶕ᥞ鑒魗㩶葏屵⡓䩟萀�
	8． 非化学计量化呜扲楎ⷿ屦｜晬䉎蓿Ր㱔豺穏䵿㪖睶葭卞�
	9． 密度｜晦癨㱞㡥瀀愀㴀　⸀㔀㐀㘀㌀渀洀ⱝ䌀慔谀䙶葶肋齛傑콒ْ⭎㨀㐀　⸀　㡔谀㤀⸀　　ⲋ핬䉓問䵦皀�蕢䁔⮀陲祗喙穏䵥灶�
	10．将一根横截面积为的FCC金属单晶体试棒沿轴向进行压缩试验。已知临界分切应力为｜晨튏瑶葒ᵙ쭓화ᅎ㫿屦请回
	11．杜瑎N⩢�啦癏压함㟿屦在拉伸前的滑移方向与拉伸轴的夹角为｜晢쥏㡔葮텹ﭥ륔ᅎ쥏㢏瑶葙㦉퉎㫿屦试求铝单晶体试样拉伸后所产生的延伸率为多少。
	12．假设纯金属熔液捜瑗䝓_扨㡥륟ཟ扨㣿屦晶核形状为立方体。试证明：临界形核功等于临界晶核表面能的乜瑒َ䭎ÿ屦即
	13．如果用来描述晶体的切变时的应力变化｜晓靵敗ほ靑充ڋ멒橒ݟ㩞ꙶ蒏텏㱐㰰Ȁ硎㩎N⩓齛傗扛漏뭓齛傗扶葒橒ݏ䵹ﯿᬀ扎㩒橒ݥ륔ᅶ葓齛傕��
	14．在呜晎n텹ﮗ扎੧屴两根相互平行的位错线｜晑癧콬ཷ콪ⅶ䧿屦且相交成角｜晐䝛驎⩧콬ཷ콶累䶕뽔䡛凉䵿滿屦如图所示｜暋핎캀쾉퉞ꚀΆ兗⡎쁎䡐㱶葥ᦏ�⩏䶕뽶鉔㡟ᕢ ն鉣鉥ꔰ�
	15．根据图确定的质量分数为的陶瓷的凝固顺序和最终各相的量。
	16．沿铝(Al)单晶的方向拉伸｜晏网癓텵兠❓�拿屦请确定：
	17．请判定下列位错反应能否进行｜暂ﵙᾏ�䳿屦请在晶胞图上做出矢量图。
	18．已知液态纯镍在(1大气压)｜暏응띞Ꙏ㨀㌀㤀䭥텵ὗ䝓_扨㣿屦设临界晶核半径为1nm｜晾꾕䵱鑰륎㨀㜀㈀㘀䯿屦熔化热｜晤楜ᑏ卹屦试计算纯镍的液-固界面能和临界形核功。
	19．杜瑎�扟썺쭥륓啦癏叿屦在面滑移的柏氏矢量为的右螺型位错｜晎๗⢗扎੮텹ﭶ葧콬ཷ콎㩶葓S멗譏䶕䝎蹫摎⑮텹ﮗ扎ꑾ뿿屦并形成一个新的全位错。
	21．设一长为200mm、横截面积为的金属棒｜晎者髿屦下端加以一个与长度方向平行且指向下方、大小为98kN的力｜晙艖﹢䁹㨰�
	22．针对平衡态的T12钢回答下列问题：
	23．氯化钠和金刚石各属于哪种空间点阵？试计算其配位数与致密度。
	24．在时转变为。这种转变称为什么转变？转变后的体积膨胀还是收缩？假定铁原子半径不变｜晒᥏卹�ᙳ蝦⽙ᩜᇿ�
	25．FeO具杜琀一愀䌀汗譾퍧萰ɐ䞋븀䘀敎佶葓齛健灶屦｜暋햋ꅻ靑癛왞Ȁ⡝䘀敎佶葶肋齛傑콎㨀㔀㔀⸀㡔谀㘀⸀ヿ屦铁的离子半径r=0.074m,氧的离子半径R=0.140nm)
	26．Ag形变26%,测得｜晝屦｜晬䈀䱎㩙ᩙ❥鹳끟ፑ著扨㠰�
	27．如图是Pb-Sb-Zn液相面投影图。
	28．已知镜晶蒍⢑콒٥灎㨀㌀　╶蒞쒔�⡶葠剮⥎豢ၑ赾퍦皗�脀棿屦聜晛豢ၑ赾퍦皗�脀㈀栀ⲋ햋ꅻ靗⡶葠剮⥎屦完成再结晶需要多少时间？
	29．铜在和熔点之间的热容可用表示｜暔�葱鑓ᙰ㨀㌀㈀㤀　䨀⼀洀漀氀ⱞ玈慑�⥞Ꙏ㨀㌀㔀㘀䬀ⲋ핬䉗⡾�慎உ腧屴多大过冷度｜昀洀漀沔�䶀ﵛ豑桑�婢屦温度不回升到熔点。解释在实际条件下能否达到这样大的过冷度。
	30．的碳钢淬火后｜晗⠀㘀　〡Ε罥�欀ⱟ青し⠀慗祐华╥捒ٞΘ靼鉶葾쑾쟿屦假定析出的为大小相呜晎ᑗ䝓RٞͶ葴Ͳ뛿屦已知该钢的密度。求位错线绕过该粒子所需要的临界切应力。假定晶格常数a=0.28nm｜昰�
	31．欲将一批齿轮进行渗碳｜晫콰覈씀㔀　ぎɗ⡮ᜀぜཥ빒ら쑛驶葭ɐ䝛驗⡮덫콰襫콜ཥꝢၧⱎ㨀　　け䏿屦聜晗⡮덎㨀㔀　け䌰ʕ⡔n⥞ꙮ덢ၧⲏ荏仿Ὕ㴀⸀㤀㠀㜀挀愀氰�
	32．再结晶过程的温度－时间关系遵守阿尔亨纽斯关系｜晎ୖ﹦⾔�⡓�戀㜀㔀║赾퍦癥葥⥞ꙑ獼ﯿ屦其中开始再结晶的曲线如图中｜晑赾퍦百퍧彦뽙艖﹎ⴰɝʕ⥞Ꙏ罵⢀ﵔ♓텵ὑ赾퍦盿癬䉑赾퍦癯쁭㮀ﴀ儰�
	33．(1)已知液态纯键在(1个大气压)过冷度为时｜晓텵ὗ䝓_扨㠰ʋ빎㑵䱦癨㡓䩟葎㨀渀洀Ȿ꾕䵶葱鑰륎㨀㜀㈀㘀䬀ⱱ鑓ᙰ屦摩尔体积｜暋ꅻ靾꾕䵶葭눀ⵖ冀䲗技ﵔ豎㑵䱟扨㡒鼰�
	34．设杜瑎g慑蕟葎㨀㌀　洀浶葓驘셻ꆐ叿屦被厚度为0.1mm的铁膜隔开。通过管子的一端向管内输入氮气,以保持膜片一侧氮气浓度为｜暀屦另一侧的氮气浓度为。如在下测得通过管道的氮气流量为｜晬䉫摥ᑗ⢔셎葢楥捼ﭥ瀰�
	35．已知铜为FCC结构｜晑癓齛偓䩟葎㨀　⸀㈀㜀㠀渀淿屦试计算其密度为多少？(铜的原子量为63.5,阿伏伽德罗(Avogadro)常数为)
	36．试计算面心立方晶体中(100)、(110)、(111)各面的致密度｜晞癣ݑ穀⪗扎㩛왣銗戰�
	37．杜瑎�扟썺쭥릑템并葮텹ﭼﭶ葎㑵䱒ْݞ鑒魎㨀　⸀㠀㈀䴀倀愀Ɫ쥒鮏瑎墏瑙㦉퉎㫿屦与Y轴夹角为｜晎媏瑙㦉퉎㫿屦当沿该方向拉伸时｜晬䉧健饶葜䡧ൟ㩞�
	38．含碳0.1%的碳钢在渗碳｜昀㍜ཥ䉓驞Ꙏ㨀　⸀㐀洀淿屦某人欲获得0.8mm的渗层｜暋ꅒት⠀㙜ཥ屦该人的计划是否正确？为什么？
	39．计算立方系[321]和[120]的夹角以及(111)和的夹角。
	40．已知H70黄铜在：时完成再结晶需要1h｜暀屦在下完成再结晶需2h｜暋ꅻ靗⡎豢ၑ赾퍦皗�腙᪕罥�
	41．A-B二元呜抑텶﹙艎ୖ﹢䁹㨰ɗ⡖勇ൢ楥挰ŭ뉶豑桭屢条件下｜晬㑞獥㹿湶蒍⢑콒٥灶萀䄀ⴀ䉎豑䍔屢金熔液从左至右定向凝固成长为L的横截面均匀的呜抑텨툰�
	42．指出利用(其中R为再结晶速率｜晦⼀㔀　║赾퍦癢䂗�腶葥⥎ༀⱬ䉛豢က㔀　║赾퍦癶葮⥞ꘀ呔豥瑎䮕葑獼ﭦ뼀⠀⧿屦所需要测定的量。
	43．已知Cr为体心立方结构｜晦癨㱞㡥瀀愀㴀　⸀㈀㠀㠀㔀渀洀ⱛ왞屦相对原子质量｜暋핬䈀䌀牶葎⪖㕰륎ⵢ䁔⭶葺穏䵥灶�
	44．判定下列位错反应能否进行｜暂ﵙᾏ�䰀ⲋ핗⡦皀�﹎婑勺콖︰�
	45．W-Cr-Ni乜瑑䍔屢金等温截面图如下图所示。
	46．(1)参见图所示的Cu-Sn呜抑텶屦叙述Cu-0.10Sn呜抑텶葎൞玈慑띓璏읺癣ݑ者ꑮ⥥蒑텶쑾쟿�
	47．纯在左右会产生呜晽 ɧ蒏汓�屦由正方晶系变为单斜晶系｜晗⢏汓�⥞Ꚗ䒏톏�䱟ꩳ꽒ꁰ띓瓿屦由于体积的突变｜晓羖癴�㩼襧⬰ɟ卒ꁑ斍덙ᾑ콶萀䌀愀伀ⱓ๛豑桎鉮뛿屦并使形成稳定的立方结构｜晎칛ꑮ⥒ぱ鑓ᙒ䶐﵎텵ὦ癗譶葥㥓�ɵꝎⵒꁑ斍⢑콒٥灎㨀　╶萀䌀愀伀⠀㈀　洀漀氀─⧿屦这种稳定的是一种实用的耐热材料｜暂㍹뭛偟扢က昀挀捾퍧蓿屦阴离子位于四面体间隙位置,计算100个阳离子需要多少阴离子存在？四面体间隙位置被占百分数为多少？
	48．请根据下图所示二元共晶相图分析和解答下列问题：
	49．分析成分为的铁碳呜抑텞玈慾퍦皏읺屦要求绘出冷却曲线、结晶过程的示意图｜晞癑饑摒汓�쵞鑟༰ʋꅻ靛ꑮ⥎쑾읾쑢ၲ楶葶撚콎๎⑶撚켰�
	50．与的相对原子质量分别为132.9和35.45,离子半径分別为0.170nm和0.181nm,试述CsCl晶体结构特点｜晜幎蹏啹쵺窕릖㗿癬䉹뭛傑䵏䵥瀰Ɓ왞ꘀ䭔豛왞�
	51．杜瑎y쵳뭴菿屦的质量分数为80%,聜晶蒍⢑콒٥灎㨀㈀　┰ʕ扢႗幤敬❹뭛偒٥灎㩙ᩜᇿ�
	52．计算面心立方结构(111)｜昀⠀　⧿屦(100)晶面的晶面间距和原子密度(原子个数/单位面积)。
	53．的低碳钢｜晿湎蹮덬ᑬⷿ屦在下进行渗碳。如果要求离表层0.2cm处碳的质量分数为0.45%｜暕�腙ᩜᅮ덥�
	54．已知Cu-30%Zn呜抑텶葑赾퍦癯쁭㮀﵎㨀㈀㔀　欀䨀⼀洀漀氀Ⱬ摔屢金在400℃的恒温下完成再结晶需1h,试求此呜抑텗⡶葠剮⥎豢ၑ赾퍦皗�腙ᩜᅜཥ�
	55．已知碳在中扩散时｜昰ɟ卮⥞ꙵㅎ䝒づ屦扩散系数变化了多少倍？(气体常数R=8.314J/)
	56．杜瑎�䈀䌀䍓啦皋함틿屦棒轴为｜普텹ﮗ扎㫿屦现沿棒轴方向拉伸｜暋٧郿Y쭓챮텹ﭥ葒ݓ�켰�
	57．请判定在FCC晶体中下列位错反应能否进行：
	58．杜瑎�ꉎᴀ⡶葎㨀洀洀⥓։虎\䊔�⡠㭶葎㨀㈀洀洀⤰ʂꉶ葜䡧ൟ㩞屦弹性模量｜暔�蓿屦弹性模量110GPa。问：
	59．组元A和B在液态完全互溶｜晏䙗⡖褐Ŏ鉎൮뚉屦且形成一个与A,B不呜晦癏卾퍧葶葎ⶕᙔ屢物｜晵ㅰ٧遭䭟靎ᝥ灣渰�
	60．下图为铁碳相图和一个含3.5%C的铁碳呜抑텿ፑ띑�奄쑾윰ʋᙹ㩡ཱུ㭑恵摔屢金由液相缓冷到共析温度以下的组织变化过程｜晞皋๎ୖ︀扶葧~졾쑾쟿ᮋꅻ靎ୖ︀扎굙㑢䁣ݶ葨ᅧ鵲뙾쑾읶蒑춑콶繒ڑ쿿᭑赒ْ⮋ꅻ靑照邏汓�๔屢金中铁素体和全部的珠光体组织重量百分量(含6.69%C)。
	61．试计算含和玻璃的四个结构参数Z、R、X和Y。(其中原子量分别为Na:23,O:16｜昀䌀愀㨀㐀　Ⰰ䄀氀㨀㈀㜀Ⰰ匀槿ᨀ㈀㠀⤰�
	62．杜瑎멜ٝ꾔�⡛ꑮ⦏�䱙➑콟打�屦轧成薄片。所测得的低温强度表明｜暋함㝔䡳끑띒ꁝ뙠Ā㭱㙔๒ꁰぎ虥㹿渀㉙⧿屦在冷却后测得的低温强度明显降低。试验者査出工业纯铝｜晢䁎銖摎虓텵ὑ赾퍦癶葓ﵠ✰ʉ쩎એ낌懿屦并且证明你的想法。
	63．Al-Cu呜抑텶﹙艖﹢䁹㫿屦设分配系数k和液相线斜率均为常数｜晭䭟鞔셶葑�敖屦温度梯度｜晬䉢楥捼ﭥ瀀䐀㴀㌀흥屦呜抑텑�贈﵏�Ş玗扵䲗扶葧Y❔⮔�켰�
	64．铝酸钇的晶体结构为钙钛矿型｜暔蝓恣溉튘癏䵿滿屦氧占据面心位置｜暔�恣湏卟썏䵿渰ɝ�Ɣ蝔豬❶葵㖍ὠ❒ْ⭎㨀⸀㘀Ā⸀㈀㈰Ā㌀⸀㐀㓿屦离子半径分别为67.5pm、104pm、126pm。(1)圆出结构；(2)判断键性；(3)铝填充的是什么空隙｜暋ꅻ鞋๑皑䵏䵥灦⽔♔屢理；(4)用鲍林规则分析其结构稳定性。
	65．画出纯铜晶体的一个晶胞｜晞癛豢၎峿�
	66．已知和渗碳体相平衡的a-Fe｜晑癖뙞ꙥ륺�
	67．体心立方结构的铁在(011)滑移面上｜晧屴一个的单位位错｜晗⢗扎Ⱨ屴一个的单位位错｜暂⡒ݞ鑒魏屵⡎屦它们向着滑移面的交线处运动并发生反应｜暋핬䉥끵ὶ葏䶕葧콬ཷ쿿屦位错线方向｜晞皋䶕᥎㩎쁎䡦⽖者驏䶕᧿�
	68．已知碳在中的扩散常数｜晢楥捯쁭㮀﷿屦要想得到与在时渗碳l0h的相呜晓驞屦在渗碳需要多长时间？(忽略不呜普⥞Ꙏ덗⡎뚉ꙶ葎ൔ屦)
	69．(1)根据图所示的相图｜晒ْ⭬䉶葎豫Ⅾ덏卶葧遑晴켰�
	70．下列位错反应能否进行？并说明理由
	71．采用Cu的测得2Crl3马氏体不镜抔ꉭ残함㝶萀塜Ѿ뾈䵜і屦测得四个衍射峰所对应的依次为｜暋핬䉑癦癨㱞㡥瀀愰�
	72．求两个垂直螺位错之间的作用力。
	73．Al-Cu-Ni乜瑑䍔屢金相图的等温截面如下图所示。
	74．在相距h的两个滑移面上｜晧屴柏氏矢量为b的两个位错线平行的正刃型位错A和B,如图所示。若A位错的滑移受阻｜晟ﵵ敭㸀덒鯿屦B位错需多大切应力才可滑移到A位错的正上方？
	75．铜单晶体拉伸时｜暂鮏瑎㨀嬀　　嵥륔ᇿ屦临界分切应力为0.64MPa｜暕ᩙ❶葢쥏㡞鑒鮀﵏罦癏卟Y쭮텹ﯿ�
	76．写出镍(Ni)晶体中面间距为0.1246nm的晶面族指数。镍的点阵常数为0.3524nm。
	77．杜瑎�쒔�랏杧罾케㈀㔀║띓�扔屦厚度变为1cm,接着再将其厚度减少到0.6cm,试求总的工程应变与真实线应变。
	78．面心立方晶体中｜晗⠀⠀⦗扎੶葓問䵏䶕᧿屦在(111)面上分解为两个肖克莱不全位错｜暋饑懲䶕ᥓ쵞鐀ⱞ皋셦䁟扢ၶ葢楜問䶕葛뵞ꙓㅎୟཾ��
	79．参照下图提供的铁碳相图｜暋癹㩡ཱུ㭑穀⭸대⸀㌀╶蒔셸더屢金由液相缓冷到共析温度以下的组织变化过程；计算该呜抑텎豫Ⅾ덏卶葧Y➑춑콶繒ڑ쿿᭑赒ْ⮋ꅻ靑照邏汓�๔屢金中铁素体和珠光体组织重量百分量。
	80．图1所示为Pb-Sn-Bi相图投影图。问：
	81．回答下列问题
	82．已知铜原子的原子半径为0.25mn｜晵㭑杖�癏卶葎N⩦皀�屦并完成下列工作：
	83．当在CaF2中加入20mol%的YF3并形成固溶体时｜晛麚豭䭟靖뙏卶葛왞Ꙏ㨀㌀⸀㘀㐀最⼀挀洀㏿屦这时的晶格参数为a=0.55nm,通过计算说明这种固溶体的类型。(其中原子量分别为Y88.9｜昀䌀愀㐀　⸀　Ⰰ䘀㤀⸀　�
	84．呜晎n텹ﮗ扎੶葎⑨㥫捒͗譏䶕ᤀⱑ癧콬ཷ콎㨀拿屦相距L,当L远大于柏氏矢量模b时｜晑癠㮀콎㩙ᩜᇿᾂ荎傗悏텥屦总能量又为多少？如果是异号位错结果又如何？
	85．已知Cu由上升至时｜晦癏华穏䵞玈慭卞ꙓ䞚�ぎ虥葐ഀⲋ햋ꅻ需䌀畦癏华蒂艏䵟扢ႀ�
	86．Ti-Al二元呜抑텶﹙艎ୖ﹢䁹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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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原工学院814材料科学基础考研仿真五套模拟题
	2024年材料科学基础五套仿真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扎ÿ屴
	1． 试分析铁碳双重相图产生的原因。
	2． 未来材料科学研究具杜瑎쁎䡨㝶葲祰맿ὧ健饹텛晶葓템啥륔ᅦ⽎쁎䣿�
	3． 说说你对材料的成分、组织、工艺与性能之间关系的理解。
	4． 铸锭的一般组织可分为哪几个区域？写出其名称。并简述影响铸锭结晶组织的因素。
	5． 奥氏体在什么条件下可以转变为片状珠光体？在什么条件下将转变为粒状珠光体？
	6． 何谓加工硬化？列出加工硬化的各种可能机制｜暋๒ꁝ汓ᙗ⡝ᩎ੶葞鑵⠰�
	7． 说明存在于面心立方晶格金属中(111)面的位错及面的位错能发生位错反应的原因；生成位错的柏氏矢量及位错属性是什么？该位错反应发生对于金属的塑性变形将产生何种影响？
	8． 说明相图中各水平线的相变过程｜晶�ꝲ楓쩓쵞鑧慎�
	9． 设碳原子均处于中的八面体间隙｜暋햋ꅻ靎葑殗扏厕馈ꭸ덓齛偓恣湶葧Y❫푏謰Ȁ⢔셶葓齛傑콎㨀㔀㔀⸀㠀㔀Ⲗ㽏ཏ㵟띿圀⠀䄀瘀漀最愀搀洀⥞㡥灎㨀　⸀㘀　㈀�
	10．呜晎n텹ﮗ扎੶葎⑨㥫捒͗譏䶕ᤀⱑ癧콬ཷ콎㨀拿屦相距L,当L远大于柏氏矢量模b时｜晑癠㮀콎㩙ᩜᇿᾂ荎傗悏텥屦总能量又为多少？如果是异号位错结果又如何？
	11．非化学计量化呜扲楎ⷿ屦｜晬䉎蓿Ր㱔豺穏䵿㪖睶葭卞�
	12．下图为锡青铜(铜-锡二元呜抑턀⥶葞玈慲뙠Ŗ︰�
	13．某金属单晶冷压80%后｜晗⡐屵夀㝙⥔屦性能回复到一定程度。若在的时候｜晖�ぶ屦的程度则需要保温50min,求该金属的回复激活能。▧
	14．在非化学计量化呜扲椀䘀攀㈀低ⷿ屦Fe3+/Fe2+=0.1,求非化学计量化呜扲椀䘀攀砀低葺穏䵭卞Ꙏ쨀硐㰰�

	2024年材料科学基础五套仿真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扎賿屴
	1． 乜瑑䍔屢金相图中的垂直截面与二元呜抑텶屴何不呜替㩎쁎䡎豑䍔屢金相图可以使用杠杆定律来分析各个相的相对含量｜暀屦乜瑑䍔屢金相图中的垂直截面却不能？
	2． 杜瑎鮑콑睗⡏�塔豏罵⢏읺ⷿ屦尺寸为何发生变化？可采用什么措施使量具的尺寸长期稳定。
	3． 从微观结构说明呜抑텟㩓ᙶ葎㮉腧㩒㛿屦并举出实例。
	4． 常用增强纤维杜瑔鯿Ὓ荎ҁ葠➀ﵲ祰륦⽎쁎䣿�
	5． 简述形变金属在退火过程中显微组织、储存能及其力学性能和物理性能的变化。
	6． 简述碳钢的不呜晖�歮⥞ꚃ͖쩑癛丹鑶葖�歾쑾일筗謰�
	7． 什么叫超导体、超导体的临界温度？并说明超导体的主要用途。
	8． 一种呜抑톀ﵙꝵὧ遑喝汓ᙶ葟얉腧慎⽎쁎䠀㽧屴人说:“一种析出硬化型呜抑텓익⢐ɟ卮⥞Ꙭ㑭葥륬핎衎潓ᘰȀ⊏�춋핛凜☀ⲉ쩎䬰�
	9． 纯金属结晶时｜晟卭뉶ⵟ扢ၺ쭥륏卦癨㡥屦请写出系统自由焓的变化｜晓獶蒈梏빟屦并求(1)临界晶核；(2)若立方体的临界晶核表面积用表示｜暋셦扨㡒鼰�
	10．W-Cr-Ni乜瑑䍔屢金等温截面图如下图所示。
	11．请导出摩尔分数为的二元系中的综呜扢楥捼ﭥ瀀䑎๒٢楥捼ﭥ灎䮕葑獼אּ�
	12．拉伸单晶铜｜晢쥒鮏瑥륔ᅎ㨰ɬ䉗⠀⠀⦗扎N⨀扶蒇멏䶕뽢䁓흶葒鬀⡝�葰릖㕞㡥瀀愀㴀　⸀㌀㘀渀洀⤰�
	13．退火低碳钢在晶粒大小为时｜晑癜䡧ൟ㩞᭟卥屦。试计算时的为多少？
	14．杜瑎y쵳뭴菿屦的质量分数为80%,聜晶蒍⢑콒٥灎㨀㈀　┰ʕ扢႗幤敬❹뭛偒٥灎㩙ᩜᇿ�

	2024年材料科学基础五套仿真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扎屴｜�
	1． 说明材料中的结呜投⹎健饠➀ﵶ葑獼אּ�
	2． Al呜抑텥䡙Ѵ٥聟聑䡧遑祈驺㍶屦在热力学和动力学理论基础上讨论未析出平衡相的原因。不少沉淀相与母相基体之间存在特定的位向关系｜暋핒٧邏�쵏䵔ᅑ獼ﭶ葎ꝵὓ齖�
	3． 非化学计量化呜扲楾퍧葿㪖睶葭卞Ꙏ๔桖ᑬ᭶葠➍⠰œ譒魙❜ཧ屴关。试分析如果增大周围氧气氛的分压｜暗幓ᙛ暋ꆑ콓ᙔ屢物的密度将发生怎么样的变化？
	4． 豜抌屢你对髙强度材料的理解。
	5． 试用相律说明为什么乜瑑䍔屢金可以出现四相平衡｜晎屴元平衡相图的水平截面可以使用杠杆定律来分析各个相的相对含量｜暀屦垂直截面却不能。
	6． 说明通过时效处理产生强化的原因。
	7． 碳钢与呜抑톔ꋿ屦又分为高碳、中碳与低碳钢,高呜抑터Ŏⵔ屢金及低呜抑톔ꈰʐꍎ䡸뎔ꉦ⽵ㅔ魑䍽葢ჿὔ屢金钢中常用的元素是哪些？上述的高、中、低碳及呜抑톃͖ᩞ㡓졦⽙艏啒ቒٶ蓿ὸ뎔ꉎ๔屢金钢在性能上杜瑏啲祰맿�
	8． 利用派-纳力公式解释为什么晶体滑移通常发生在原子最密排面最密方向。
	9． 已知:铝的熔点｜晓問䵏卹肋ᙰ屦固液界面比表面能｜晓齛偏卹ʀΆ兗⠀ㅎ⩙❬ᑓ譎୭뉠Ɣ�葑�屦当时｜暋햋ꅻ響�
	10．固态下完全不互溶的乜瑑䍶뉶扢镟煖﹙艖︀ㅢ䁹㫿屦分析O点成分的呜抑텶葾퍦皏읺屦计算室温下组织组成物的相对量(用线段比表示)。
	11．由降至时｜暕ᝦ癏华葺穏䵞玈慭卞Ꚗ䵏乎虑济⩥炑콾ꟿ屦试计算锗晶体中的空位形成能(波耳兹曼常数)。
	12．面心立方结构金属Cu的对称倾侧晶界中｜晎⑫捒͗譏䶕蒕�䐀㴀　　　渀洀ⱐ䝛驒͗譏䶕葙ᩏ奓䩓齛傗扎㨀⠀　⦗拿屦｜晬䊋㹏Ꝧ癵䱶葐㺉툰�
	13．证明：对立方晶系｜晧屴。
	14．测得10号钢的屈服强度与晶粒大小的关系如下,当晶粒直径为时｜替屦当晶粒直径为时｜昀䴀倀愀ⱬ䉦發鉞獗䝶葎㩥葜䡧ൟ㩞�

	2024年材料科学基础五套仿真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扖�屴
	1． 陶瓷材料为何是脆性的？为什么抗拉强度常常远低于理论强度？
	2． 再结晶动力学公式为｜晔ѓ쉥炈桶葔⭎䥦⽎쁎䣿堀ⴀ瑶葑獼ﭏ屖屦曲线的形状大致是怎样的？如何处理可得一条直线？处理成直线杜瑏啵⢐ᓿ�
	3． 简述固相烧结和液相烧结的主要类型与特点｜晎쩖勇퍎뉶퍎䮕屴何相呜晎๎ൔ屦之处？
	4． 试述高速钢热处理工艺的制定依据｜暋Ѵڏ읺葾쑾읧屴何变化？
	5． 举例说明材料的基本强化形式杜瑔췿屦并说明其中乜瑹쵶葟㩓ᙧ㩒㘰�
	6． 试比较亚共析、共析和过共析碳钢的TTT图｜晞皋煔촀吀吀呖ﹶ葖‰�
	7． 何为马氏体相变?并简述马氏体相变的结晶学特征。
	8． 空间点阵和晶体结构杜瑏啓㩒⯿㢉솑템幦癏卾퍧葎ⵧ屴哪一种不属于空间点阵？为什么？
	9． 已知：当退火后纯铁的晶粒大小为16个时｜晜䡧ൟ㩞᭟卦發鉙❜ཎ㩥屦｜暋핬䉦發鉙❜ཎ㩥屦屈服强度的值。
	10．金红石结构为四方晶系(如图所示)。和的离子半径分别为61pm和140pm(1pm=0.001nm)｜晵㖍ὠ❒ْ⭎㨀⸀㔀㑔谀㌀⸀㐀㐰ʋ�
	11．菲克第二定律的解之一是误差函数解｜替屦它可用于纯铁的渗碳过程。若温度固定｜晎ൔ屦时间碳的浓度分布则如下图。已知渗碳1小时后达到某一特定浓度的渗碳层厚度为0.5mm,问再继续渗碳8小时后｜晶屦浓度的渗层厚度是多少?
	12．参照下图提供的铁碳相图｜暋癹㩡ཱུ㭑穀⭸대⸀㌀╶蒔셸더屢金由液相缓冷到共析温度以下的组织变化过程；计算该呜抑텎豫Ⅾ덏卶葧Y➑춑콶繒ڑ쿿᭑赒ْ⮋ꅻ靑照邏汓�๔屢金中铁素体和珠光体组织重量百分量。
	13．请根据下图所示二元共晶相图分析解答下列问题：
	14．的低碳钢｜晿湎蹮덬ᑬⷿ屦在下进行渗碳。如果要求离表层0.2cm处碳的质量分数为0.45%｜暕�腙ᩜᅮ덥�

	2024年材料科学基础五套仿真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扎铿屴
	1． 试说明晶界对材料性能及变形的影响。
	2． 简述鲍林规则(Pauling)。
	3． 滚齿机上的螺栓,本应用45钢制造｜晏䚕⡎蘀吀㊔ꋿ屦退火、淬火都沿用45钢的工艺｜暕摥ٟ青ぎ쁎䡾쑾쟿ὠ➀ﵙ艏嗿�
	4． 试述奥氏体的形成过程及控制奥氏体晶粒的方法。
	5． 以面心立方晶体为例｜暋햏橵ὶ葧膏瑧㩒㘰�
	6． 试用塑性变形位错理论说明金属材料的晶粒越细小其强度越高的原因。
	7． (1)晶体内若杜璏荙᩶葾뽿㪖眀⡏䶕ᤀ⥢ᚗ承㪖眀⡦癵䰰ś橦癵䱻䤀⤀ⱑ癟㩞ꙏᩦ㹓䞚�屦这些现象称为什么?强度提高的原因是什么?
	8． 铸锭组织杜瑏啲祰맿�
	9． 当在CaF2中加入20mol%的YF3并形成固溶体时｜晛麚豭䭟靖뙏卶葛왞Ꙏ㨀㌀⸀㘀㐀最⼀挀洀㏿屦这时的晶格参数为a=0.55nm,通过计算说明这种固溶体的类型。(其中原子量分别为Y88.9｜昀䌀愀㐀　⸀　Ⰰ䘀㤀⸀　�
	10．将一根横截面积为的FCC金属单晶体试棒沿轴向进行压缩试验。已知临界分切应力为｜晨튏瑶葒ᵙ쭓화ᅎ㫿屦请回
	【答案】
	11．如果把再结晶温度定义为｜晎\ཥ薀ﵙὧ屴95%的体积发生转变的温度｜晛荞钋⽟扨㡳蝔豵ᾕ罳蜀䝶葑ﵥ瀰Ȁ乎䞐ﵧൎ캖㽏♾뵥꽥륺�
	12．杜瑎�扟썺쭥륓啦癏叿屦在面滑移的柏氏矢量为的右螺型位错｜晎๗⢗扎੮텹ﭶ葧콬ཷ콎㩶葓S멗譏䶕䝎蹫摎⑮텹ﮗ扎ꑾ뿿屦并形成一个新的全位错。
	13．Ag形变26%,测得｜晝屦｜晬䈀䱎㩙ᩙ❥鹳끟ፑ著扨㠰�
	14．Al-Cu-Ni乜瑑䍔屢金相图的等温截面如下图所示。


	中原工学院814材料科学基础考研强化五套模拟题
	2024年材料科学基础五套强化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扎ÿ屴
	1． 什么叫做断裂韧度？在机械设计中杜瑎쁎䡛麖䕞鑵⠰�
	2． 原子间的结呜投⹑照屴几种？各自特点如何？试从结呜投蒉퉞ꚋꢋ몑템并葒魛晲祠✰�
	3． 形状记忆呜抑텔豟扲뚋끟욚�婲楗⡟扲뚋끟왧㩴٥릗执屴何不呜替�
	4． 分析回复与再结晶阶段空位与位错的变化及其对性能的影响。
	5． 铸铁与碳钢的主要区别是什么?力学性能方面各杜瑏啲祰뤀�
	6． 解释上坡扩散、扩散机制｜晠㭾퍢楥捗⡧健饹텛晎葞鑵⠰�
	7． 分析含碳量0.12%的铁碳呜抑텶葾퍦皏읺ର�
	8． 说明材料中的结呜投⹎健饠➀ﵶ葑獼אּ�
	9． 杜瑎N⩢�啦癏压함㟿屦在拉伸前的滑移方向与拉伸轴的夹角为｜晢쥏㡔葮텹ﭥ륔ᅎ쥏㢏瑶葙㦉퉎㫿屦试求铝单晶体试样拉伸后所产生的延伸率为多少。
	10．已知:铝的熔点｜晓問䵏卹肋ᙰ屦固液界面比表面能｜晓齛偏卹ʀΆ兗⠀ㅎ⩙❬ᑓ譎୭뉠Ɣ�葑�屦当时｜暋햋ꅻ響�
	11．将奥氏体不镜抔ꉑ랏杧罒ْ⭒ꁰご賿屦保温10h,测得平均晶粒尺寸｜晐䝛髿屦求晶界迁移激活能。
	12．已知A-B-C乜瑑䍼ﭛ찀䅭뉶扎๖勇扢镟熗拿屦如图所示。
	13．沿铝(Al)单晶的方向拉伸｜晏网癓텵兠❓�拿屦请确定：
	14．两位错线互相平行｜晧콬ཷ콎鉶艶葓問䵏䶕ᥙ艖﹢䁹㫿屦试计算使位错2由y=a滑移至｜晙ᙒ魢䁏屶葒鼰�

	2024年材料科学基础五套强化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扎賿屴
	1． 试说明晶界对材料性能及变形的影响。
	2． 分析再结晶过程中形核和长大与凝固过程中的形核和长大杜瑏啎ൔ屦点。
	3． 影响晶态固体中原子扩散的因素杜瑔鯿癒ꁎ聓喋ะ�
	4． 什么是变质剂？试简述添加变质剂细化晶粒的基本原理。
	5． 试用多晶体塑变理论解释｜晛ꑮ⥎템并葦發銍詾왟㩞ꚍ誚�屦塑性也就越好的现象。
	6． 分析“在液态金属中｜晑⽭豳끑臭ཎ蹎㑵䱦癨㡓䩟葶葦皀�﵎ﵢၨ㣿屦但是只要杜璍덙ὶ蒀쾍睏ལ큏魟扨㡒鿿屦还是可以成核的。”这段话是否正确｜晞癖�呾꾑템幧健饟扨㡥얘筮더魧慎�
	7． 解释冷变形金属加热时回复、再结晶的过程及特点。
	8． 何为上坡扩散？形成上坡扩散的热力学条件是什么？
	9． 再结晶过程的温度－时间关系遵守阿尔亨纽斯关系｜晎ୖ﹦⾔�⡓�戀㜀㔀║赾퍦癥葥⥞ꙑ獼ﯿ屦其中开始再结晶的曲线如图中｜晑赾퍦百퍧彦뽙艖﹎ⴰɝʕ⥞Ꙏ罵⢀ﵔ♓텵ὑ赾퍦盿癬䉑赾퍦癯쁭㮀ﴀ儰�
	10．求两个柏氏模量互相垂直,位错线相互平行的刃位错间的作用力。
	11．Ti-Al二元呜抑텶﹙艎ୖ﹢䁹㨰�
	12．分析Fe-3.6%C呜抑톃띟靳䥏南祐印灓쑾읶葾퍦皏읺屦并计算其中石墨含量。
	13．已知碳在中扩散时｜昰ɟ卮⥞ꙵㅎ䝒づ屦扩散系数变化了多少倍？(气体常数R=8.314J/)
	14．固态下完全不互溶的乜瑑䍶뉶扢镟煖﹙艖︀ㅢ䁹㫿屦分析O点成分的呜抑텶葾퍦皏읺屦计算室温下组织组成物的相对量(用线段比表示)。

	2024年材料科学基础五套强化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扎屴｜�
	1． 试述结晶相变的热力学条件｜晒ꡒ魛晧慎屦能量及结构条件。
	2． 什么叫临界晶核？它的物理意义及与过冷度的定量关系如何？
	3． 为什么多元呜抑텑�贈ᩑ侀끢ၒڏ응럿ὢၒڏ응띛凜屢金的凝固组织杜瑎쁎䡟煔췿�
	4． 塑性变形金属的显微组织、晶内结构发生什么变化？性能发生哪些变化？
	5． 简述铸锭的宏观偏析。
	6． 简述等大球体的二种最紧密堆积方式｜晞皋๑癎葺窖饶葹쵼答豥炑콑獼אּ�
	7． 试述影响材料强度的因素及提高强度的途径。
	8． 金属固态相变过程中出现过渡相的原因是什么？
	9． 如图所示｜晝䇿屦B,C乜瑾쑑䍖褐ś豑桎ൎ鉮똀Ⰰ䇿屦B｜昀䍶蒍⢑콒٥灒ْ⭎㨀㠀　◿屦10%｜昀　╶萀佔屢金在冷却过程中将进行二元共晶反应和乜瑑䍑煦癓쵞铿屦在二共晶反应开始时｜暋屢金液相的质量分数成分(a点)A为60%｜昀䉎㨀㈀　◿屦C为20%,聜晎屴元共晶反应开始时的液相成分(E点)A为50%｜昀䉎㨀　◿屦C为40%。
	10．已知液态纯镍在(1大气压)｜暏응띞Ꙏ㨀㌀㤀䭥텵ὗ䝓_扨㣿屦设临界晶核半径为1nm｜晾꾕䵱鑰륎㨀㜀㈀㘀䯿屦熔化热｜晤楜ᑏ卹屦试计算纯镍的液-固界面能和临界形核功。
	11．(1)已知液态纯键在(1个大气压)过冷度为时｜晓텵ὗ䝓_扨㠰ʋ빎㑵䱦癨㡓䩟葎㨀渀洀Ȿ꾕䵶葱鑰륎㨀㜀㈀㘀䬀ⱱ鑓ᙰ屦摩尔体积｜暋ꅻ靾꾕䵶葭눀ⵖ冀䲗技ﵔ豎㑵䱟扨㡒鼰�
	12．拉伸铜单晶｜晢쥒鮏瑥륔ᅎ㨀嬀　　崀⳿屦求(111)面上｜晧콬ཷ케戀㵶蒇멏䶕뿿屦以及刃位错线上所受的力。其中。
	13．欲将一批齿轮进行渗碳｜晫콰覈씀㔀　ぎɗ⡮ᜀ　桓빒ら쑛驶葭ɐ䝛驗⡮덫콰襫콜ཥꝢၧⱎ㨀　　け䏿屦聜晗⡮덎㨀㔀　け䌰ʕ⡔n⥞ꙮ덢ၧⲏ荏仿ἀ⡝儀㴀㌀㈀㤀　　挀愀氀⼀洀　泿屦R)
	14．计算的铁-碳呜抑텞玈慑띓瑒せꑮ⥥葶豾쑾읶葶凜⮑켰�

	2024年材料科学基础五套强化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扖�屴
	1． 就你所学所杜瑷웿屦豜抌屢如何控制和改善金属材料中的组织。
	2． 5CrNiMo、3Cr2W8V、H11(或H13)呜晜幰屪⅑瞔ꈀⱏ罵⡎੦⽔♧屴区别?为什么?
	3． 粒子增强、纤维增强的机制是什么？
	4． 如何提高钢的耐腐蚀性?不镜抔ꉶ葢ၒ٧屴何特点?Gr12MoV是否为不镜抔ꈀ㽫㉣킚�ඕ屢钢的强度,应采取什么措施?
	5． 豜抌屢你所了解的新材料、新工艺。
	6． 巴氏呜抑텎㩎쁎䢀ၸ㽎칭ꙮ텓齴⹎੧屴何特点?锡基和铅基杜瑏啎ൔ屦?如何遜瑵⠀�
	7． 指出呜抑텟㩓ᙶ葖�쵎㮉腧㩒㛿屦解释强化原因。
	8． 简述形变金属在退火过程中显微组织、储存能及其力学性能和物理性能的变化。
	9． 根据图确定的质量分数为的陶瓷的凝固顺序和最终各相的量。
	10．经98%冷轧纯铜在不呜普⥞Ꙏ䥮⥑赾퍦癦뽙艎ୖ﹢䁹㫿屦求冷轧纯铜再结晶激活能。
	11．画出纯铜晶体的一个晶胞｜晞癛豢၎峿�
	12．Al-Cu呜抑텶﹙艖﹢䁹㫿屦设分配系数k和液相线斜率均为常数｜晭䭟鞔셶葑�敖屦温度梯度｜晬䉢楥捼ﭥ瀀䐀㴀㌀흥屦呜抑텑�贈﵏�Ş玗扵䲗扶葧Y❔⮔�켰�
	13．已知：当退火后纯铁的晶粒大小为16个时｜晜䡧ൟ㩞᭟卦發鉙❜ཎ㩥屦｜暋핬䉦發鉙❜ཎ㩥屦屈服强度的值。
	14．已知：当退火后纯铁的晶粒大小为16个时｜晜䡧ൟ㩞ꘀ㭟卦發鉙❜ཎ㨀㐀　㤀㙎⩥屦｜暋핬䉦發鉙❜ཎ㨀㈀㔀㙎⨀⽥屦屈服强度的值。

	2024年材料科学基础五套强化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扎铿屴
	1． 说明存在于面心立方晶格金属中(111)面的位错及面的位错能发生位错反应的原因；生成位错的柏氏矢量及位错属性是什么？该位错反应发生对于金属的塑性变形将产生何种影响？
	2． 捜瑎ᜀ㕧慬䝠㬀䘀䌀䍦癏华葎㮉腏䶕᧿�
	3． 工程构件用钢、渗碳钢、调质钢、弹簧钢及轴承钢统称为结构钢｜晏䙑癸더⮑코ю൶屦｜晔ю㩙ᩜᇿᾋ더⮑콎ൔ屦的主要原因？各类钢的热处理杜瑎쁎䡓㩒⯿㩎쁎䣿�
	4． 分析纯金属生长形态与温度梯度的关系？
	5． 乜瑑䍶ﹶ著艶⪗扎๎豑䍶屴何不呜替㩎쁎䡎豑䍶﹎ⵓ鑵⡧恧䙛驟讀屦乜瑑䍶ﹶ著艶⪗扎ⵓ瑎﷿�
	6． 已知时｜晸덗⡙敬ཏ华葮뚉Ꙏ㫿屦聜晗⢔셽⁏华葧膖偮뚉Ꙏ앎㨰ʋ쩎貀՝⭙艫摦㹶葓齖�
	7． 何谓珠光体片间距和珠光体领域？他们受那些因素影响？说明其对力学性能的影响。
	8． 未来材料科学研究具杜瑎쁎䡨㝶葲祰맿ὧ健饹텛晶葓템啥륔ᅦ⽎쁎䣿�
	9． Mg-Ni系的一个共晶反应为：｜暋빎㩎y쵎驑煦癔屢金｜晎㩎y춏응煦癔屢金｜暏�⑹쵔屢金的先共晶相的质量分数相等｜晏䙔屢金中的总量是呜抑텎ⵠ㮑콶萀㈀⸀㕐屦试确定呜抑텔豔屢金的成分。
	10．试证明在立方系中｜晦癔ᅗ艶蹦皗戰�
	11．在fcc晶体中的(111)和面上各存在一个柏氏矢量为和的全位错。当它们分解为扩展位错时｜晑皘虑䡏䶕ᥒْ⭎㩔谰�
	12．立方系标准(001)极图的一部分如图2所示｜晟卒鮏瑥륔ᅎ㨀嬀㈀嵥屦简述面心立方金属铜的塑变过程｜晛驠❾�祝癞鑒鬀ⵞ鑓�뽞登肉膉쩎䬰ʂᙒꁞ鑒鬀倀愀Ⲕ�葦癨㱞㡥灬䉮텹ﮗ扎੶葓問䵏䶕ᥢ䁓흶葒鬀䘀搰�
	13．时杜瑎���屢金的固溶体｜晑癤楜ᑒ٥灎㨰ɫ摔屢金先被淬火｜晱㙔ຑ쵥끒ꁰぎ뽧遑侮ɫ摶템啢ႋ롙衜ྲྀ蒘靼鉟╥捒͎ٞ蹔屢金中｜暁罞獗䞘靼銕�앎㨀㔀⸀　渀洰�
	14．铁单晶拉力轴方向为[011]｜暋햕魮텹ﭼﮙ陑䡟Rꣿ屦若｜晬䉙ᩙ❞鑒魥健饜䡧�


	中原工学院814材料科学基础考研冲刺五套模拟题
	2024年材料科学基础五套冲刺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扎ÿ屴
	1． 何为上坡扩散？形成上坡扩散的热力学条件是什么？
	2． 举例说明材料的基本强化形式杜瑔췿屦并说明其中乜瑹쵶葟㩓ᙧ㩒㘰�
	3． 如果杜瑧퀀䌀甀ⴀ䄀杔屢金1000g(其中含杜琀㜀㔀最䌀畓쨀㤀㈀㔀最䄀最⧿屦请提出一种方案,可从该呜抑텑蕣큰뱑切　　杶萀䄀柿屦且其中的含Cu量(假设液相线和固相线均为直线)。
	4． 试用位错理论解释低碳钢的应变时效现象。
	5． 凝固过程中形核和长大与再结晶过程中形核和长大主要区别是什么？简述再结晶过程中核心的产生方式。
	6． 比较热作模具钢和呜抑톌⢔ꉶ葔屢金化及热处理工艺的特点｜晞癒٧達屢金元素作用的异呜昰�
	7． 何谓马氏体？说明马氏体相变的主要特征。
	8． (1)扩散可以分为哪几种基本类型？
	9． 已知碳在中扩散时｜昰ɟ卮⥞ꙵㅎ䝒づ屦扩散系数变化了多少倍？(气体常数R=8.314J/)
	10．已知液态纯镍在(1大气压)｜暏응띞Ꙏ㨀㌀㤀䭥텵ὗ䝓_扨㣿屦设临界晶核半径为1nm｜晾꾕䵱鑰륎㨀㜀㈀㘀䯿屦熔化热｜晤楜ᑏ卹屦试计算纯镍的液-固界面能和临界形核功。
	11．图为Pb-Sb相图。若用铅梯呜抑텒㙢ၶ蒏瑴屦要求其组织为在共晶体基体上分布杜瑶撚콎㨀㔀╶葏屎㩸沍⡰맿屦试求该呜抑텶葢ၒٓ쩸汞ꘀ⡝넀⠀倀戀⥶葸汞Ꙏ㨀㌀䠀䋿屦的硬度为30HB。
	12．拉伸铜单晶体时｜暂鮏瑶葥륔ᅎ㫿屦求(111)面上柏氏矢量的螺型位错线上所受的力。
	13．计算面心立方结构(111)｜昀⠀　⧿屦(100)晶面的晶面间距和原子密度(原子个数/单位面积)。
	14．针对平衡态的T12钢回答下列问题：

	2024年材料科学基础五套冲刺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扎賿屴
	1． 请简单说明层错能高低对螺型位错交滑移的影响｜晓쩑癛撚템幒ꁝ汓ᚐέ蝶葟煔촰�
	2． 呜晽 ɦ皏汓�ƚ汬ཏ卶�Ɓㅮ뚏汓�屴何主要区别？
	3． 乜瑑䍔屢金的匀晶转变和共晶转变与二元呜抑텶葓f皏汓�豑煦皏汓�屴何区别？
	4． 扩散型相变和无扩散型相变各杜瑔魎㮉腲祰맿�
	5． 试比较亚共析、共析和过共析碳钢的TTT图｜晞皋煔촀吀吀呖ﹶ葖‰�
	6． 分别解释柯氏气团(Cottrell atmosphere)和铃木气团(Suzuki atmosphere)在强化金属中的作用。
	7． 何为反应烧结？何为热压烧结？各杜瑏問㩰맿�
	8． 豜抌屢你对髙强度材料的理解。
	9． 下图为锡青铜(铜-锡二元呜抑턀⥶葞玈慲뙠Ŗ︰�
	10．面心立方晶体中全位错是否可以分解为不全位错？已知｜晑饦ٵ�
	11．欲将一批齿轮进行渗碳｜晫콰覈씀㔀　ぎɗ⡮ᜀ　桓빒ら쑛驶葭ɐ䝛驗⡮덫콰襫콜ཥꝢၧⱎ㨀　　け䏿屦聜晗⡮덎㨀㔀　け䌰ʕ⡔n⥞ꙮ덢ၧⲏ荏仿ἀ⡝儀㴀㌀㈀㤀　　挀愀氀⼀洀　泿屦R)
	12．设杜瑎N⩞獗䝼鉟葎㨀㔃밀浶葼襧⭓譗埿屦经2h烧结后｜暘袐麕罳蜀砀⼀爀㴀　⸀ə艧鱎Ά兦發鉵ᾕ翿屦将坯体烧结至颈部增长率x/r=0.2时｜暋핫풏荒ْ⮐읢楥捏₍⡔豭䅒ꡏ₍⡥륟屦各需要多少时间。
	13．(1)已知液态纯键在(1个大气压)过冷度为时｜晓텵ὗ䝓_扨㠰ʋ빎㑵䱦癨㡓䩟葎㨀渀洀Ȿ꾕䵶葱鑰륎㨀㜀㈀㘀䬀ⱱ鑓ᙰ屦摩尔体积｜暋ꅻ靾꾕䵶葭눀ⵖ冀䲗技ﵔ豎㑵䱟扨㡒鼰�
	14．已知工业纯铜的屈服强度｜晑癦發鉙❜ཎ㩎⫿᭟卥屦；试计算时屈服强度的值。

	2024年材料科学基础五套冲刺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扎屴｜�
	1． 说明相图中各水平线的相变过程｜晶�ꝲ楓쩓쵞鑧慎�
	2． 形状记忆呜抑텔豟扲뚋끟욚�婲楗⡟扲뚋끟왧㩴٥릗执屴何不呜替�
	3． 写出面心立方金属的一个具体的滑移系；多晶体变形时｜晗⡎[驶葟打�콎屦为何杜瑶葦發鉑蕦⽓啼ﭮ텹ﮀ屦另一些晶粒内是多系滑移？为何杜瑶葦發鉑蕮텹ﮑ콙➀屦另一些晶粒内滑移量小？
	4． 今杜琀圀㠀䌀爀㐀嚔ꉒ㙶�抔0Ƌ핛襣鉑癒ꁝ窍뼰ʋ๔Ѱꁝ轶葶葭歮⥞Ꙏ㩏喚�븀㈀㠀〡̀㽭歔๎㩎쁎䢏�腾쾏읎屴次560℃回火?能否用一次长时间回火代替?高速钢560℃回火是否为调质处理?为什么?
	5． 试述不呜普⥞Ꙏ୶葖�൧㩒㘰�
	6． 举例说明什么是小角晶界的位错模型？描述大角晶界杜瑏啪⅗诿ὑ癔⭎䥦⽎쁎䣿�
	7． 乜瑑䍶ﹶ著艶⪗扎๎豑䍶屴何不呜替㩎쁎䡎豑䍶﹎ⵓ鑵⡧恧䙛驟讀屦乜瑑䍶ﹶ著艶⪗扎ⵓ瑎﷿�
	8． 简述回复再结晶退火时材料组织和性能变化的规律；为何实际生产中常需要再结晶退火？
	9． 固态下完全不互溶的乜瑑䍶뉶扢镟煖﹙艖︀ㅢ䁹㫿屦分析O点成分的呜抑텶葾퍦皏읺屦计算室温下组织组成物的相对量(用线段比表示)。
	10．非化学计量化呜扲楎ⷿ屦｜晬䉎蓿Ր㱔豺穏䵿㪖睶葭卞�
	11．立方系标准(001)极图的一部分如图2所示｜晟卒鮏瑥륔ᅎ㨀嬀㈀嵥屦简述面心立方金属铜的塑变过程｜晛驠❾�祝癞鑒鬀ⵞ鑓�뽞登肉膉쩎䬰ʂᙒꁞ鑒鬀倀愀Ⲕ�葦癨㱞㡥灬䉮텹ﮗ扎੶葓問䵏䶕ᥢ䁓흶葒鬀䘀搰�
	12．求两个柏氏模量互相垂直,位错线相互平行的刃位错间的作用力。
	13．请根据下图所示二元共晶相图分析和解答下列问题：
	14．In具杜瑖�륾퍧蓿屦相对原子质量｜晦癨㱞㡥瀀愀㴀　⸀㌀㈀㔀㈀渀淿屦c=0.4946ran,原子半径r=0.1625nm,密度｜暋핬䈀䤀湓問䵦皀�屴的原子数与致密度。

	2024年材料科学基础五套冲刺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扖�屴
	1． 简述不镜抔ꉶ葔屢金化原理。为什么Crl2MoV钢不是不镜抔ꋿ屦也不能通过热处理的方法使它变为不镜抔ꋿ�
	2． 什么叫临界晶核？它的物理意义及与过冷度的定量关系如何？
	3． 试从结呜投蒉퉞屦分析工程材料的分类及其特点。
	4． 何谓加工硬化？列出加工硬化的各种可能机制｜暋๒ꁝ汓ᙗ⡝ᩎ੶葞鑵⠰�
	5． 请说明呜抑텎葎kⅮ덏匰Ŏ豫Ⅾ덏匰Ŏ屴次渗碳体、共晶渗碳体和共析渗碳体的特点和区别。
	6． 何谓高聚物的老化？怎样防止老化？
	7． 时效呜抑텗⡦癵䲖䒏텟扢ဠᱥ遑艹☠ᵶ葓齖⽎쁎䣿�
	8． 简述固相烧结和液相烧结的主要类型与特点｜晎쩖勇퍎뉶퍎䮕屴何相呜晎๎ൔ屦之处？
	9． 高温回复后｜晧屴几个刃位错组成亚晶界｜晎驦癵䱓화ᅝ㨰ʋ뺏�魏䶕ᦕꅧ屴交互作用｜暋햕扢၎驦癔屦畸变能是原来的多少倍？(设位错中心区半径,未形成亚晶时｜晏䶕ᥞ鑒魗㩶葏屵⡓䩟萀�
	10．将一根长20m,直径14.0mm铝棒｜暐읛呟萀㈀⸀㜀洀浶葪⅑睢쥢퓿屦求：
	11．杜瑎�扟썺쭥륓啦癏叿屦在面滑移的柏氏矢量为的右螺型位错｜晎๗⢗扎੮텹ﭶ葧콬ཷ콎㩶葓S멗譏䶕䝎蹫摎⑮텹ﮗ扎ꑾ뿿屦并形成一个新的全位错。
	12．杜瑎N⩢�啦癏压함㟿屦在拉伸前的滑移方向与拉伸轴的夹角为｜晢쥏㡔葮텹ﭥ륔ᅎ쥏㢏瑶葙㦉퉎㫿屦试求铝单晶体试样拉伸后所产生的延伸率为多少。
	13．将一标距为的试样先拉伸至L,再压缩至｜暋핬䉎⒏읺୶葝뽞鑓�Ὓ鹾뽞鑓��
	14．请判定在FCC晶体中下列位错反应能否进行：

	2024年材料科学基础五套冲刺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扎铿屴
	1． 示意画出平衡态碳钢的强度随钢含碳量的变化曲线｜晞癎칢ၒ쑾윀ⵠ➀ﵶ蒉퉞ꙛ驠➉쩎䬰�
	2． 解释冷变形金属加热时回复、再结晶及晶粒长大的过程及特点。
	3． 说明通过马氏体相变产生形状记忆效应的原因。
	4． 影响复呜执健饞罬�鑵⡶葖⽎쁎䣿ᾐ읎쁎䢐ᑟ葧斏�k散킚�癠➀﷿屦扩大其使用范围？
	5． 金属材料生长形态的影响因素杜瑔鯿ὗ⡶屦的温度梯度下纯金属和固溶体呜抑텶葵ᾕ罟扠Ŧ⽔♶屦？请说明原因。
	6． 任意遜瑢y쵧健駿屦说明其可能的用途和加工过程。
	7． 以低碳钢的拉伸曲线为例｜暏큵⡏䶕ᥴڋ몋䡧൳낌慓쩒ꁝ汓ᙳ낌愰�
	8． 某固溶体呜抑텶葶﹙艎ୖ﹢䁹㫿屦试根据相图确定：
	9． 铜的空位形成能｜暋햋ꅻ靶葔᧿屦铜中所包含的空位数｜暔�葛왞Ꙏ㫿屦相对原子质量为63.5,玻尔兹曼常数。
	10．经98%冷轧纯铜在不呜普⥞Ꙏ䥮⥑赾퍦癦뽙艎ୖ﹢䁹㫿屦求冷轧纯铜再结晶激活能。
	11．当在CaF2中加入20mol%的YF3并形成固溶体时｜晛麚豭䭟靖뙏卶葛왞Ꙏ㨀㌀⸀㘀㐀最⼀挀洀㏿屦这时的晶格参数为a=0.55nm,通过计算说明这种固溶体的类型。(其中原子量分别为Y88.9｜昀䌀愀㐀　⸀　Ⰰ䘀㤀⸀　�
	12．若含碳量为0.8%高碳钢的原始晶粒度为0.05mm｜暋핛豢၎峿�
	13．已知Cu-30%Zn呜抑텶葑赾퍦癯쁭㮀﵎㨀㈀㔀　欀䨀⼀洀漀泿屦此呜抑텗⡶葠剮⥎豢ၑ赾퍦皗�脀ㅜཥ屦试求此呜抑텗⡶葠剮⥎豢ၑ赾퍦皗�腙ᩜᅜཥ�
	14．Al-Cu-Ni乜瑑䍔屢金相图的等温截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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