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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晶粒静态粗化是一种重要的物理现象, 严重影响微观结构的演化和材料的力学性

能. 如何有效模拟这一过程已经成为该领域的研究热点. 本文通过考虑溶质原子拖拽效

应和晶界迁移各向异性对晶粒粗化的影响, 建立了元胞自动机模型, 并对钛合金单相区

静态粗化过程进行了模拟. 为了描述不同溶质原子的拖拽效应对粗化的影响, 文中将溶

质原子在 beta相中的扩散速度等效转化成钛原子的迁移速度. 为此, 提出了定量描述溶质

原子扩散速度与钛原子迁移速度之间转化关系的数学表达式. 其中, 表达式中考虑了影

响溶质原子扩散速度的因素如溶质原子的半径、原子质量及晶格类型. 通过引入参数 c0

考虑晶界迁移各向异性对粗化的影响. 当 c0 为 1 时, 则认为晶界迁移为各向异性, 若为 0

时则认为是各向同性. 将上述表达式应用到元胞自动机模型中, 模拟钛合金(包括 TC4, 

Ti17, TG6 和 TA15)在单相区的静态粗化现象. 预测结果包括粗化动力学和组织演化与试

验进行了对比, 而且较为吻合. 最后, 讨论了时间、温度和化学成分对粗化的影响, 以及

本文元胞自动机模型预测粗化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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钛合金材料的力学性能如抗蠕变性能、  断裂韧

性及裂纹难扩展性直接受到单相区(beta 区)晶粒尺寸

的影响[1,2]. 然而在高温下, 受 beta 钛的结构特点和

相对高的层错能的影响, beta 区晶粒极易发生静态粗

化现象 [3], 这将极大降低构件的力学性能. 因此, 为

了获得构件的预期力学性能 , 有必要理解钛合金单

相区晶粒静态粗化过程 , 以控制粗化现象对材料力

学性能的影响.  

在过去的十几年 , 许多学者已经通过大量的试

验研究了钛合金在单相区的静态粗化现象. Ivasishin 

等人[4,5]系统地研究了织构演化对 TC4 钛合金单相区

晶粒粗化指数  n 及激活能的影响 . 研究结果表明 , 

粗化指数 n 值范围在 0.22~0.31 之间. 但是对于不同

的材料或试验条件, n 值的差别较大. 近年来, Semi-

atin 等人[6~8]通过大量热处理试验研究了 TC4 钛合金

的静态粗化现象. 他们发现, 初生 alpha 相晶粒的粗

化由溶质原子的扩散所控制, 而且粗化指数 n 为 3. 

同样, Bradley 等人[9]及 Cotrina 等人[10]通过试验手段

研究了晶粒的粗化现象.  

近年来, 各种类型的数值模拟手段如波茨-蒙特

卡洛(MC)法[11~13]、相场法[14,15]及元胞自动机法[16~18]

已经被逐渐应用到微观组织演化的模拟中 [19]. 元胞

自动机模拟法由于自身的优点 , 得到了更加广泛的

应用[20]. Geiger 等人[21]建立了元胞自动机模型, 模拟

了晶粒的粗化现象 , 并且讨论了晶粒取向差、晶界   

原子扩散激活能及界面能对粗化的影响 . 随后 , 



 
 
 

    2012 年 3 月  第 57 卷  第 7 期 

488   

Raghavan 等人[22,23] 和 Kugler 等人[24]模拟了多晶材

料晶粒粗化过程中动力学和拓扑学特征. 然而, 大多

数元胞自动机模型忽略了溶质原子的拖拽效应及晶

界迁移各向异性对粗化的影响 , 以至于模拟结果包

括粗化指数和拓扑结构的演化与试验值存在较大  

误差.  

溶质原子的拖拽效应和晶界迁移各向异性影响

晶粒粗化过程 . 溶质原子在基体中的扩散速度受到

半径、质量及晶格类型的影响. 如果溶质原子的扩散

速度远远小于基体原子的迁移速度 , 则晶界处溶质

原子将阻碍基体晶界的迁移 , 拖拽效应对基体晶粒

的粗化影响较为明显. 由于晶粒取向差的影响, 对于

不同晶粒, 其晶界迁移率不同, 这将影响晶粒的粗化

过程. 然而,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 模拟晶粒粗化的元

胞自动机模型忽略了溶质原子拖拽效应及各向异性

的影响 , 因此模拟结果与试验值存在较大误差 .    

因此 , 本研究通过考虑不同类型溶质原子的拖拽效

应及晶界迁移率各向异性的影响 , 建立元胞自动机

模型模拟钛合金单相区的静态粗化现象 . 本文首先

提出了定量描述溶质原子扩散速度与钛原子迁移速

度之间关系的数学表达式, 其次通过参数 c0 的引入

来考虑晶界迁移各向异性对粗化的影响 , 最后将上

述表达式应用到元胞自动机模型中模拟粗化过程.  

1  元胞自动机模型 

1.1  晶粒静态粗化模型 

晶粒静态粗化是一个热激活过程 , 对于铁碳合

金的粗化现象已经有了大量研究 [25 ] .  通常情况下 , 

晶粒粗化由晶界处原子的跃迁和晶界迁移两个过程

完成 . 只有当晶界处原子具有足够高的能量才可能

克服势垒的约束从晶界的一侧跃迁到另一侧 [26]. 类

似地, 对于元胞自动机模拟晶粒粗化过程, 位于晶界

处的元胞以概率 p 发生跃迁. 根据麦克斯韦-波尔兹曼

分布定律 , 晶界处元胞跃迁概率 p 由方程(1)得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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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Q为元胞 i总能量与自扩散激活能 Qb之差. 元

胞总能量包括系统热能 Et 与总的边界能 Eb. 其中元

胞 i 的热能由方程(2)求得[27],  

 ln t
iE RT r , (2) 

式中, r (0<r<1)为一随机数, 由计算机程序生成, R 

和 T 分别为气体体积常数和系统温度. 相邻两元胞

i, j 界面能 γij 由 Read-Shockley 方程计算得到[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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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θm 为高角度晶界取向差, 通常设为 15°, θij 为相

邻元胞取向差, γm 为高角度晶界边界能, 由方程(4)计

算可得[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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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μ为材料剪切模量, b 为伯格斯矢量, 为泊松比. 

元胞 i 总的界面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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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N为与元胞 i相邻元胞总数, 由所选邻居类型决

定. 元胞 i 的邻居元胞总数为 4.  

晶界迁移是一个基于曲率驱动的过程. 其中, 驱

动力是由两相邻晶粒的能量差提供. 因此, 可以认为

在粗化过程中, 晶界的迁移速度 v 可表示为  

 v mf , (6) 

式中, m, f 分别为晶界迁移率和晶粒粗化驱动力. 其

中驱动力 fij 可表示为 

 / ij ijf E R , (7) 

式中, E 为两相邻元胞 i, j 的总的能量差值, Rij 为晶

粒半径. 在 ∆t 时间内, 晶界处元胞 i 沿着元胞 j 方向

长大距离 l 可以表示为 

 ( ) ( )    ij ij ijl t t l t v t , (8) 

式中, lij(t)为元胞 i 在时间 t 的长大距离, 其初始值为

0. lij(t+∆t)为元胞 t +∆t 时刻长大距离. Kugler 等人[30]

定义了时间增量 ∆t 与元胞尺寸 d 及晶界元胞最大迁

移速率的关系. 根据式(6)~(8), 当晶界能 γij 和晶粒半

径 Rij 分别取最大值 γm 和初始值 R0 时, 晶界迁移速率

为最大. 因此, 时间增量 ∆t 可表示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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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d 为元胞尺寸, R0 为初始晶粒尺寸, C(T)为与温

度相关的材料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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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溶质原子拖拽效应的定量描述 

由于晶界结构缺陷的存在 , 晶界附近溶质原子

的浓度要高于晶粒内部的溶质浓度 . 由于浓度梯度

的存在 , 溶质原子的扩散成为可能 , 同时 , 钛原子

(基体)发生扩散或者晶界迁移. 如果溶质原子的扩散

速度小于钛原子的迁移速度(晶界迁移速度), 溶质原

子将阻碍晶界的运动 . 钛中的合金元素主要包括

alpha-钛的稳定元素, 如铝元素(Al), beta-钛的稳定元

素 , 如钒元素(V)、钼元素(Mo)和锡元素(Sn). 这些 

元素在 beta-钛中的扩散速度受溶质原子自身的半

径、质量及晶格类型的影响. 为了定量描述溶质原子

的拖拽效应 , 应将不同溶质原子的扩散速度等效地

转化成钛原子的迁移速度. 为此, 本文提出了一个描

述它们之间转化关系的数学表达式 . 假定认为溶质

原子的扩散速度与钛原子的扩散速度之比与溶质原

子半径、质量与钛原子的半径、质量成反比. 那么, 可

以表示为 

 
Ti 1 2 



iv h

v
, (10) 

式中, vi与 vTi分别为溶质原子和钛原子的扩散速度. h

参数反映溶质原子晶格类型对粗化的影响 . 如果溶

质原子晶格类型与 beta-钛原子的类型相同 , 如 V, 

Mo, Sn 元素均为体心立方晶格, 则 h 取值为 1, 否则, 

h 设置为小于 1. 1 与 2 分别为溶质原子的半径、质

量与钛原子的比值, 分别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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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iR 为溶质原子半径, TiR 为钛原子半径, im 为

溶质原子质量, Tim 为钛原子质量. 如果 Ti/iv v 大于 1, 

那么溶质原子的扩散速度大于钛原子的扩散速度 , 

此时溶质原子的拖拽效应可以忽略不计 . 相反 , 若

Ti/iv v 小于 1, 则溶质原子的扩散速度小于钛原子的

迁移速度, 此时溶质原子阻碍晶界的迁移, 拖拽效应

不可忽略 . 为了在元胞自动机模型中考虑溶质原子

拖拽效应对粗化的影响 , 将制定相应的元胞转化规

则, 其详细步骤在 1.4 节中阐述.  

1.3  晶界迁移率各相异性 

在传统元胞自动机模型中 , 一般假设晶界迁移

率与晶粒间取向差无关, 即各向同性. 在这种条件下, 

元胞自动机模拟粗化过程中拓扑特征的演化与试验

观察不同 . 模拟所得晶粒尺寸的分布特征呈现“左

倾”趋势, 而不是试验所得的正态分布[31]. 本文认为

晶界迁移率与取向差相关, 呈现各向异性. 因此, 我

们引入参数 c0 来考虑晶粒取向差对迁移率的影响 . 

相邻元胞 i, j 晶界迁移率 mij 可以表示为[32]  

 

3

0 01 ex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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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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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高角度晶界迁移率 m0 为常数. 参数 c0 取值为

1, 为晶界迁移率各向异性, c0 取值为 0 时, 为晶界迁

移率各向同性.  

1.4    元胞自动机模拟晶粒静态粗化步骤 

本文通过饱和形核及等轴长大的元胞自动机模

型获得等轴状初始组织 . 元胞状态变量包括晶粒取

向状态变量, 能量状态变量(系统总能量、热能及晶

界能), 扩散速度变量 , 位置变量和属性变量 . 元胞

尺寸的选取由初始晶粒尺寸决定.  

元胞取向状态变量的取值范围为 0°~180°, 通过

计算机随机产生. 在每一模拟步骤中, 计算出晶界元

胞的能量及速度变量, 并赋给每一元胞. 位置变量用

于指定元胞位于晶粒内部(位置变量取值为 1)或者晶

界处(位置变量取值为 0). 属性变量用于指定元胞是

否属于钛原子(属性值为 0)或者其他溶质原子(属性

值大于 0).  

在每一个模拟步骤, 根据元胞转化规则, 元胞状

态变量发生改变. 同时, 元胞模拟微观组织演化. 元

胞自动机模拟晶粒粗化的完整过程主要包括晶界处

元胞的跃迁及晶界的迁移, 具体过程如图 1 所示.  

(1) 跃迁 .  通过程序 , 首先选取位于晶界处的

元胞. 根据方程(2)~(4), 计算晶界元胞的热能和晶界

能, 以此计算元胞的总能量(方程(5)). 将晶界处元胞

总能量与扩散激活能做差比较, 若差值大于 0, 则元

胞跃迁的概率按照方程 1(a)计算, 若差值小于 0, 则

按照方程 1(b)计算. 同时, 计算机程序生成一随机数

r (0 < r < 1), 若通过方程(1)计算所得的概率 p 不小于

r 值, 则元胞可以发生跃迁.  

(2) 晶界迁移 .  对于发生跃迁的元胞 , 程序首

先判断跃迁元胞的邻居元胞的属性变量值 . 如果邻

居元胞被代表溶质原子集合的溶质元胞占有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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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元胞自动机模拟晶粒粗化过程 

变量值大于 0), 则晶界迁移过程可能受到溶质原子

拖拽的影响 . 为了在元胞自动机模型中考虑这种效

应, 粗化过程中的元胞转化规则如下: 首先根据方程

(10)将特定溶质原子(元胞)的扩散速度等效地转化成

钛原子的扩散速度 , 然后与钛原子的扩散速度进行

比较. 如果溶质原子的扩散速度小于钛原子的速度, 

则晶界处溶质原子将阻碍晶界的迁移 , 此时钛原子

的扩散速度(晶界迁移速度)将降低; 如果溶质原子速

度大于钛原子速度, 那么晶界迁移速度保持不变.  

跃迁元胞的长大距离根据方程(8)计算 . 长大距

离与元胞尺寸的比值决定元胞是否发生粗化 . 若比

值大于 1, 跃迁元胞的所有状态变量值更新为其长大

方向的邻居元胞的状态变量值 , 而且跃迁元胞的长

大距离归值为 0, 即从新计算下一粗化步的长大距 

离 . 若比值小于 1, 则跃迁元胞不发生粗化 , 其状    

态变量值不发生变化 , 元胞长大距离根据方程 (8)  

更新.  

(3) 微观组织演化 .  当晶界元胞发生跃迁和晶

界迁移后, 其状态变量进行更新. 同时, 其邻居元胞

的状态变量值也进行相应更新.  

2  模型验证 

本文元胞自动机模型选取 500×500 四边形单元, 

采取周期性边界条件, Neumann 邻居类型. 通过元胞

自动机模型模拟 Ti–6Al–4V (TC4), TG6 (Ti–5.8Al 

–4.0Sn–4.0Zr–0.7Nb–1.5Ta–0.4Si–0.06C, wt%), Ti17 
(Ti–5Al–4Mo–4Cr–2Sn–2Zr, wt%)钛合金在单相区晶

粒的静态粗化过程.  

2.1 模拟验证 TC4 钛合金单相区静态粗化 

TC4 钛合金是一种双相钛合金, 其化学成分如

表 1 所示. 表 2 为计算溶质原子扩散速度所需材料参

数. 根据方程(10), TC4 钛合金溶质原子的单相区的

扩散速度如表 3 所示.  

根据以上计算结果(表 3), 溶质原子如铝和杂质

元素原子如碳、氢、氧等的扩散速度远远大于钛原子. 

因此 , 位于晶界处的溶质原子铝及各类杂质原子不

会阻碍钛原子的扩散, 其拖拽效应可以忽略. 尽管铁

原子的扩散速度小于钛原子的速度, 但是在 TC4 钛

合金中铁元素的含量极低, 其拖拽效应也可忽略. 而

beta-钛稳定元素钒 , 其原子扩散速度接近于钛原子

速度 , 因此其拖拽效应也可近似忽略 . 最近 , 学者

Gil等人[33]通过试验研究了 TC4钛合金在不同温度下

的粗化特性. 研究发现, TC4 钛合金单相区的晶粒粗

化指数大约在 0.53~0.55 之间, 接近理想粗化指数值

0.5. 因此, TC4 钛合金单相区粗化可以近似认为是一

个理想的粗化过程 , 即粗化过程中溶质原子的拖拽

效应可以不计.  

本文通过考虑溶质原子的拖拽效应和晶界迁移

各向异性对粗化过程的影响 , 建立元胞自动机模型

模拟 TC4 合金单相区的晶粒静态粗化过程. 其中元

胞自动机模型的参数取值包括自扩散激活能、初始晶 

表 1  TC4 钛合金化学成分[33] 

合金元素 Al V Fe C O N H Ti 

质量分数 

(wt%) 6.1 4.0 0.1 0.21 0.13 0.005 0.004 其余 

 

表 2  计算 TC4 钛合金溶质原子扩散速度所需材料参数 

溶质原子 Ti Al V Fe C O N H 

原子半径 
(pm) 

140 125 135 140 70 60 65 21 

原子质量  47.87  27  51  56 12 16 14  1 

 

表 3  TC4 钛合金溶质原子单相区扩散速度 

溶质原子 Al V Fe C O N H 

扩散速度比 

( Ti/iv v ) 
1.98 0.97 0.855 7.98 6.98 7.36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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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尺寸、系统温度及粗化时间均采用 Gil 等人[33]的实

验数据. 图 2(a)~(c)所示为粗化过程中晶粒尺寸与时

间的关系 . 相应的晶粒尺寸与时间的线性关系如图

2(d~f)所示.  

模拟结果显示 , 粗化过程中晶粒长大速率随着

温度升高而增加. 而在特定温度下, 在初始阶段, 其

长大速率快速增大, 但随着粗化过程的进行, 其长大

速率逐渐降低 . 这一现象主要是由于随着粗化的进

行, 晶粒体积逐渐增加, 从而导致单位体积的晶界面

积降低 , 最终导致单位体积的界面能的降低 . 因此 , 

随着时间进行, 晶粒粗化驱动力逐渐降低, 导致随着

粗化时间的增加, 晶粒长大速率逐渐降低. 然而, 由

于本文元胞自动机模型自身的局限性 , 与试验结果

相比, 模拟结果仍然存在一定的偏差. 表 4 所示为模 

 

 

图 2  TC4 钛合金单相区粗化动力学曲线试验与模拟比较  
(a)~(c)分别表示 TC4 合金在 1323, 1373 和 1473 K 条件下晶粒粗化晶粒尺寸与时间的关系, n=1; (d)~(f)分别表示 TC4 合金在 1323, 1373 和 1473 

K 条件下粗化晶粒尺寸与时间的线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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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在不同温度下, TC4 钛合金单相区粗化指数的预测

值与试验值比较 

温度 (K) 1323 1373 1473 

粗化指数 

(试验值/预测值) 
0.55/0.50 0.55/0.48 0.55/0.49 

相对误差 (%) 9 13 11 

 
拟所得粗化指数与试验值的比较. 

2.2  模拟验证 TG6 和 Ti17 钛合金单相区晶粒 

静态粗化 

TG6 是一类新的近 alpha 高温钛合金, 主要应用

于航空发动机材料 [3]. Ti17 是一种近 beta 钛合金 . 

Wang 等人[3]通过试验研究了这两种钛合金在等温条

件下单相区粗化现象. 研究发现, 对于 TG6 钛合金, 

其粗化指数取值范围为 0.35~0.38, 而对于 Ti17 钛合

金, 其粗化指数的取值范围为 0.27~0.30. 通过试验, 

同样计算了这两种合金的自扩散激活能 , 取值范围

分别为 120.4~212.5 kJ/mol 和 290.5~378.5 kJ/mol. 通

过试验数据计算得到的粗化指数和自扩散激活能与

理想粗化过程的粗化指数(0.5)和激活能(97 kJ/mol). 

溶质原子对迁移晶界的阻碍可能导致粗化指数的降

低及激活能的升高.  

考虑溶质原子拖拽效应及晶界迁移各向异性的

元胞自动机模型用以模拟钛合金单相区的粗化. TG6 

和 Ti17 钛合金化学成分及计算溶质扩散速度的材料

常数如表 5, 6 所示. 根据方程(10),  TG6 和 Ti17 钛

合金溶质原子与钛原子的扩散速度比值如表 7 所示. 

图 3(a)~(c)与图 4(a)~(c)所示为 TG6 和 Ti17 合金单相

区粗化过程中晶粒尺寸与粗化时间的关系 . 如图

3(d~f)和图 4(d~f)所示, 模拟所得粗化指数与试验值

较为吻合. 对于 TG6 合金, 其模拟与试验计算所得

粗化指数的最大相对误差为 13.2%, 合金 Ti17 的最

大相对误差为 20.6%. 表 8 所示为元胞机预测粗化指

数值与试验值之间的相对误差 

3  结果与讨论 

3.1 温度与时间对微观组织的影响 

图 5 所示为 TA15 (Ti-6Al-2Zr-1Mo-1V)钛合金在

1313 K 保温时间从 10~30 min 的过程中微观组织的

演化. 其中, 图 5(a~c)为元胞机模拟晶粒粗化过程微

观组织演化, 图 5(d~f)为试验观察. 从图中晶粒尺寸

的变化可以看出 , 粗化时间对微观组织演化的影响

很大 . 元胞机模拟平均晶粒尺寸的变化范围大约从

10 min 的 300m(直径)增加到保温 30 min 的 600m. 

通过试验观察, TA15 合金在同样条件下粗化过程微

观组织演化如图 5(d)~(f)所示 , 其平均晶粒尺寸从

410增加到 630m. 试验所得各自保温时间下的晶粒 

表 5  钛合金 TG6, Ti17 的化学成分(wt%) 

合金元素 Al Sn Zr Mo Cr Nb Ta Si C Fe N O Ti 

TG6 5.74 3.94 3.78 — — 0.64 1.61 0.45 0.054 0.03 0.008 0.064 其余 

Ti17 5.05 2.13 2.07 4.12 4.13 — — — 0.01 0.04 0.002 0.08 其余 

表 6  钛合金 TG6, Ti17 的溶质原子半径及原子质量 

合金元素 Al Sn Zr Mo Cr Nb Ta Si C Fe N O Ti 

半径 (pm) 125 145 155 145 140 145 145 110 70 140 65 60 140 

质量  27 119  91  96  52  93 181  28 12  56 14 16   47.87 

表 7  钛合金 TG6, Ti17 的溶质原子与钛原子扩散速度之比 

合金元素 Al Sn Zr Mo Cr Nb Ta Si C Fe N O 

比值( Ti/iv v ) 1.98 0.388 0.475 0.48 0.92 0.497 0.255 2.18 7.97 0.855 7.36 6.98 

表 8  在不同温度下, 钛合金 TG6 与 Ti17 单相区粗化指数预测值与试验值对比 

合金 1323 1423 1473 1178 1188 1198 

温度 (K)   TG6   Ti17  

粗化指数(试验/模拟) 0.35/0.35 0.37/0.34 0.38/0.33 0.27/0.30 0.29/0.35 0.30/0.35 

相对误差(%) 0 8 13.2 11.1 20.6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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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合金 TG6 单相区粗化动力学模拟与试验对比 
(a)~(c)分别表示 TG6 合金在 1328, 1338 和 1348 K 条件下晶粒粗化晶粒尺寸与时间的关系, n=1; (d)~(f)分别表示 TG6 合金在 1328, 1338 和 1348 K

条件下粗化晶粒尺寸与时间的线性关系  

尺寸与模拟存在偏差. 在初始阶段, 即保温 10 min, 

试验所得晶粒尺寸大约为 410m, 其值远远大于模

拟所得晶粒尺寸 300m. 较大误差的存在可能是由

于初始阶段元胞机模拟微观组织演化处于不稳定状

态, 晶粒数目变化较大, 从而导致模拟与试验之间误

差较大. 随着粗化时间的增加, 微观组织逐渐区域稳

定, 即晶粒数目变化相对较小, 所以模拟所得晶粒尺

寸与试验观察值之间的误差较初始阶段较小 . 在粗

化过程中 , 拓扑特征的演化几乎不受保温时间和温

度的影响. Raghavan 等人[22,23]及 Chen 等人[26]通过元

胞自动机模型模拟晶粒的粗化过程 , 研究发现边数

大于 6 的晶粒的长大以吞噬边数小于 6 的晶粒为代价. 

而且随着粗化的进行, 大多数晶粒的边数等于 6, 组

织结构逐渐趋于稳定. 这与 von Neumann-Mullins 理

论相符, 即晶粒的长大速率与其边数相关, 而且在整

个粗化过程中, 晶粒边数的分布与时间、温度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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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合金 Ti17 单相区粗化动力学模拟与试验对比  
(a)~(c)分别表示 Ti17 合金在 1178, 1188 和 1198 K 条件下晶粒粗化晶粒尺寸与时间的关系, n=1; (d)~(f)分别表示 Ti17 合金在 1178, 1188 和 1198 K

条件下粗化晶粒尺寸与时间的线性关系 

由于统计误差或者元胞自动机算法自身的缺陷 , 元

胞机模拟预测晶粒边数的分布与试验统计之间存在

偏差.  

3.2  合金化学成分对粗化动力学的影响 

合金化学成分严重影响材料的粗化动力学过程. 

在单相区 ,  TC4 钛合金的粗化指数的分布范围为

0.5~0.55[33], 接近粗化指数的理论值 0.5. 对于合金

TG6 和 Ti17, 单相区粗化指数值远远小于 TC4 合金

的粗化指数值, 这主要是由于溶质原子的拖拽效应. 

对于 TC4钛合金, 溶质原子主要包括铝和钒. 铝原子

与钛原子扩散速度之比为 0.97. 而钒元素, 其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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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TA15 钛合金在温度为 1313 K 不同保温时间下粗化过程微观组织演化元胞自动机模拟(a)~(c)与试验(d)~(f)对比 
(a), (d) 10 min; (b), (e) 30 min; (c), (f) 60 min 

的扩散速度大于钛原子速度(比值为 1.98). 对于 TC4

钛合金 , 铝与钒溶质原子的扩散速度不小于钛原子

的速度. 因此, 在粗化过程中, 这两类溶质原子对晶

界的拖拽效应可以忽略不计. 尽管 TC4 合金中杂质

元素铁的原子扩散速度小于钛原子 , 但是其含量很

低, 所以仍可忽略其拖拽效应. 因此, TC4 单相区晶

粒粗化指数接近理论值 0.5. 然而对于 TG6 和 Ti17

钛合金 , 溶质原子的拖拽效应明显影响晶粒的粗化

指数. 通过表 6 可知, 溶质原子如锡、锆、钼、铬、

镍, 其原子半径和原子质量均远远大于钛原子的. 因

此, 根据方程(10)~(12), 这些溶质原子与钛原子扩散

速度之比均小于 1, 如表 7 所示. 这说明在粗化过程

中, 这些溶质原子将阻碍晶界的迁移. 因此, 通过模

拟, TG6 和 Ti17 合金单相区粗化指数的分布范围在

0.27~0.38 之间, 小于理论值 0.5, 与试验结果相符.  

3.3  模型的局限性 

本文通过考虑溶质原子拖拽效应及晶界迁移率

各向异性对粗化的影响, 建立了元胞自动机模型, 用

以模拟钛合金在单相区的静态粗化过程 . 本文模型

主要用以预测温度和保温时间对粗化过程的影响 . 

在这一过程中, 模拟研究了粗化动力学、晶粒尺寸随

时间与温度的变化关系 , 预测结果与相应的试验结

果进行了比较 . 影响粗化的其他因素有应变与应变

率 . 由于塑性变形引起的应变提高了变形晶粒的塑

性能 , 从而改变了晶粒粗化的动力学过程或改变了

粗化指数 . 应变率的变化会影响动态粗化过程 , 

Semiatin 等人[8]已经通过大量的试验研究了 TC4 钛合

金的动态粗化过程 , 并得到了一些重要结论 . 但是, 

本文仅仅是通过元胞自动机法模拟双相钛合金单相

区的静态粗化过程. 因此, 没有考虑应变及应变率对

粗化的影响 . 关于通过元胞自动机算法模拟动态粗

化并考虑应变及应变率的影响 , 将是本课题的下一

步研究内容.  

为了验证模型的准确性 , 其中模型预测的粗化

指数、晶粒尺寸与时间动力学关系及组织演化与相应

的试验值进行了对比, 吻合较好, 但是仍然存在一定

的偏差 . 如预测晶粒粗化指数与试验结果之间的平

均偏差为 11%~13%, 最大偏差为 20.7%(Ti17 钛合金, 

1188 K). 下列因素导致了模拟值与试验值之间存在

偏差 . 首先是由于元胞自动机算法本身缺陷带来的

不可避免的误差, 元胞机算法是将连续问题离散化, 

这势必带来误差 . 其次是由于方程(10)本身的缺陷 , 

如计算精度低 , 或者影响溶质扩散速度的因素没有

完全考虑, 这也是模拟中最大的误差源. 另外, 影响

粗化过程的其他因素如第二相粒子 , 析出物及微观

结构缺陷等都没有考虑 . 上述因素导致本文的预测

结果与试验结果之间存在一定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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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本文通过考虑溶质原子的拖拽和晶界迁移率各

向异性对粗化的影响, 建立了元胞自动机模型, 模拟

晶粒的静态粗化 . 为了定量描述溶质原子的拖拽效

应对粗化的影响 , 其扩散速度等效转化为钛原子的

速度. 为此, 本文提出了一个描述它们之间转化关系

的数学表达式. 在式中, 考虑溶质原子的半径、原子

质量及晶格类型对扩散速度的影响 . 另外通过引入

参数 c0 考虑晶界迁移率各向异性对粗化的影响. 文

中将元胞自动机模型用以模拟 TC4, TG6, TA15 及

Ti17 钛合金单相区晶粒粗化过程, 并将模拟预测值

包括粗化指数、晶粒尺寸与时间关系及微观组织演化

与试验进行了对比, 结果表明较为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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