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节 三元系相图

一.三元相图的表示方法

相图中需要两个坐标轴来表示成分的变化，

构成一平面，表示温度的坐标轴必须垂直于该平

面，即形成一三维的立体图形。三元相图中分隔

每一相区的是一系列空间曲面而不再是平面曲

线。



1.成分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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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
1）顶点－－纯物质，对边－－无该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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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边－－二元系统；

3）平行线－－－等含量；

4）射线－－－定比；

5）背向性规则－－－析晶；



2.成分三角形内具有特定意义的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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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特定意义的直线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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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平行于三角形某一

边的直线

(2).过三角形顶点的直

线



二.三元系平衡相的定量法则

1.直线法则和杠杆定律

三元合金两相平衡时，合金的成分点和两个平

衡相的成分点必然位于同一直线上。

直线法则或共线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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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元系中的直线法则

设：某温度下的三元合金o处
于α+β两相平衡状态，o，
α，β质量分别为ωo，ωα，

ωβ，由成分的表示方法及相

应的关系，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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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元系中的直线法则



因平衡状态下， 为恒定量，即a，o，b三点必

共线， 即为三元系中杠杆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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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论：

(1).当给定合金在一定温度下处于两相平衡时，若

其中一相成分给定，另一相的成分点必在已知相

成分点与合金成分点连线延长线上；

(2).若两平衡相的成分点已知，合金的成分点必

位于两个已知成分点的连线上。



2.重心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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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点正好位于ΔDEF的质量重心，故称上面三个式

子表达的规律为三元系的重心法则或重心定律。



第一结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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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相图的构成

第二结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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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晶过程分析析晶过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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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含量变化相对含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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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温线等温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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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切线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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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找出三元无变量点；

2）三元无变量点周围的三个相；

3)三晶相成分点构成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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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连接线规则

A

B B

A A

B

判断界线上温度最高点



有一个三元一致熔融化合物的相图有一个三元一致熔融化合物的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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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K--AlAl--SiSi相图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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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共轭位置



1.共晶 L→S+MS+M2A2S5  2.包共晶L+A3S2→S+M2A2S5  3.包共晶L+A3S2→S+M2A2S5

4.包共晶 5.共晶 L→M2S+M2A2S5+MS 8.包晶 L+MA+A3S2→M4A5S2

Phase Diagram for Ceramicists

MA            尖晶石

A3S2               莫来石

M2S       镁橄榄石

MS     原顽火辉石

M2A2S5         堇青石

M4A5S2    假兰宝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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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元在固态有限互溶的共晶相图组元在固态有限互溶的共晶相图



投影图投影图

Ⅰ:α

Ⅱ:α+βⅡ

Ⅲ: α+βⅡ+γⅡ

Ⅳ:α+(α+β)+ α Ⅱ +βⅡ

Ⅴ: (α+β)+ α Ⅱ +βⅡ +γ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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