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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係探討縮狀石墨耐熱鑄鐵的高溫氧化與熱疲勞性質；在固定的試片尺寸下(氧化：Ψ20MM ×30MM；熱疲勞

：110MM ×20MM ×6MM)，針對添加不同合金元素(C、SI、CR、NI、CU、MO等)以及不同基地組織(肥粒鐵、波來鐵)

，探討在不同溫度(673K、873K、1073K)時之抗氧化能力以及在1073K時之耐熱疲勞能力，並利用光學顯微鏡觀察氧化所

造成的組織變化及氧化層，並利用SEM+EDS和XRD來分析氧化層成分種類。 研究結果顯示，673K時添加合金元素對鑄

鐵之耐熱性效果並不顯著，但873K時無論添加何種合金，皆能提昇其對抗氧化能力；在1073K時，除了同時添加CR、NI

及CU合金元素之試片外，所有添加SI或CR合金元素之試片皆能增加抗氧化能力。在不同溫度時，基地組織的耐氧化能力

皆為肥粒鐵組織優於波來鐵組織。 在耐熱疲勞能力方面，添加合金元素的效果以添加NI＋CR＋CU最為顯著，其次為添

加MO＋CU＋SN之試片，再其次為僅添加MO合金元素試片，而以不添加合金元素試片之耐熱疲勞能力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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