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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雙相不銹鋼由於同時擁有肥粒鐵相及沃斯田鐵相的優點，所以比傳統沃斯田鐵系不銹鋼具有較佳的機械性質，且在遭遇含

氯離子或硫氧化物較頻繁的環境下，擁有優良的抗腐蝕能力，近年來被廣泛的使用在石化工業中各種儲存和運輸等設備、

熱交換器及海水淡化系統等。 雙相不銹鋼可以使用目前通用的銲接方法來施銲，但要盡量降低銲接時的入熱量以免影響到

銲道內沃斯田鐵相-肥粒鐵相的相平衡。 此研究將分別對3厘米之304不銹鋼及2304雙相不銹鋼施以惰氣鎢電極電弧

銲(GTAW)之平板對接銲，探討在不同銲接參數組合(銲接電流、脈衝頻率等)下，對各銲道之沃斯田鐵(γ)相與肥粒鐵(α)相

含量的改變及銲道結構組織分佈的變化進行分析，同時亦對各參數銲道進行機械性質的測試，希望能獲得相互間的關連性

，據以探求對此類雙相不銹鋼之最佳銲接參數組合。 其間亦藉由施以不同頻率之脈衝電流輸出的模式，來提升熔池的攪拌

效果，以期能進一步降低銲接時所需的入熱量，並達到提升冷卻速率及細化銲道晶粒之目標。更希望此研究成果，能對學

術界及製造業界知識的提升和熔接技術的升級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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