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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凝固过共晶铝硅合金粉末的形貌与显微组织 

解立川，彭超群，王日初，蔡志勇 

(中南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长沙  410083) 

摘 要：采用快速凝固气体雾化工艺制备 Al27%Si合金粉末，研究合金粉末形貌和热处理对组织的影响，利用 X 
射线衍射仪和显微硬度计等对 Al27%Si 合金粉末中硅相的析出与长大进行表征。结果表明：快速凝固 Al27%Si 

合金粉末由基体 α(Al)相、块状 βSi 相和枝晶状共晶硅相组成；经热处理后，βSi 相发生粗化，共晶硅相逐渐转 

变为块状相且发生粗化；在 500 ℃下加热保温后，α(Al)相和 βSi 相的衍射峰强度随时间延长而增大，α(Al)相衍 

射峰向低角度偏移；合金粉末显微硬度在 500℃下加热，初期有下降趋势，但随时间延长，不再下降，而是维持 

相对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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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phologies and microstructures of rapidly solidified 
hypereutectic AlSi alloy powders 

XIE Lichuan, PENG Chaoqun, WANG Richu, CAI Zhiyong 

(School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The rapidly solidified powders of Al27%Si alloy were manufactured by gas atomization process. The effects 
of morphologies of alloy powders and heat treatment on the microstructure were studied. The precipitation and growth of 
silicon  phase  were  investigated  with  Xray  diffractometer  and  microscope  hardness  tester.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apidly  solidified  powders  of  Al27%Si  alloy  are  composed  of  α(Al)  phase,  βSi  bulk  phase  and  dendritic  structure 
eutectic silicon phase. After heat treatment, the βSi bulk phase is coarsened and the eutectic silicon phase is changed to 
bulk phase and then coarsens. When held at 500 ℃, the diffraction peak intensities of the α(Al) phase and βSi phase are 
enhanced with  the time prolonging, and the position of  the α(Al) phase peak shifts to  lower angle. At the beginning of 
heat treatment at 500 ℃, the microhardness of the alloy powers decreases, followed by remaining relatively constant as 
the time prolon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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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电子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电子系统及 

设备向微型化、轻量化、高功效、低成本和高稳定性 

方向发展。由于电子器件集成电路的复杂性和密集性 

不断提高，发热量急剧上升导致寿命下降，这主要是 

由材料之间散热性能不佳引起的热疲劳以及热膨胀系 

数不匹配引起的热应力造成的，因此，迫切需求研究 

和开发性能优异、可满足各种需求的新型电子封装材 

料 [1] 。金属基复合材料可以将金属基体优良的热导性 

能和增强体材料低膨胀系数的特性结合起来，在微波 

通讯、自动控制、电源转换、航空航天等领域发挥着 

重要的作用 [2] 。因此，电子封装用金属基复合材料成 

为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 

新型高硅含量的铝硅复合材料(常称作过共晶铝 

硅合金)不仅具有较低的热膨胀系数、较高的热导率、 

基金项目：国家军品配套项目(JPPT125GH039) 
收稿日期：20130329；修订日期：20130929 
通信作者：彭超群，教授，博士；电话：073188877197；Email：pcqpcq@csu.edu.cn



第 24 卷第 1 期 解立川，等：快速凝固过共晶铝硅合金粉末的形貌与显微组织  131 

较小的密度，并且还具有良好的力学性能、机械加工 

性能和电镀性，因此，越来越受到电子封装行业研究 

人员的重视 [3−4] 。 不断提高过共晶硅含量对提高材料应 

用性能非常有利，但硅含量的增加通常会使初晶硅颗 

粒呈粗大的块状相，该组织特性降低合金材料的力学 

性能和机加工性能 [5−6] 。目前，采用传统的变质处理、 

合金化等工艺均不能有效地改变其组织粗化的缺陷， 

而利用快速凝固/粉末冶金法(冷却速度达 10 2 ~10 6 ℃/s) 
制备过共晶铝硅合金，可以显著改善合金显微组织、 

减少成分偏析、提高合金固溶度，使合金性能大幅度 

提高 [7−8] 。但致密化工艺及相关理论尚未成熟，应加大 

研究力度，加快进入工业化应用是该方法未来发展方 

向。日本住友电器公司采用快速凝固粉末冶金法制备 

的 Al40%Si合金，其热膨胀系数为 13×10 −6 K −1 ，热 

导率为 126 W/(m∙K)，密度为 2.53 g/cm 3[9] 。 

经快速凝固/粉末冶金法制备 AlSi 合金粉末通常 

需要经过高温烧结、热挤压和热锻造等致密化成型过 

程，但在高温加热过程中有可能对合金组织带来不利 

影响，例如过饱和固溶体发生脱溶分解或组织发生粗 

化等，是导致材料塑性降低的主要原因 [10−12] 。为了更 

好地保持快速凝固合金的优势，确定合适的加热温度 

和保温时间等工艺是非常重要的。 

本文作者采用快速凝固气体雾化装置制备合金粉 

末，研究 Al27%Si合金粉末的形貌及组织特征，并分 

析合金粉末在热处理后显微组织和显微硬度的演变机 

理。 

1  实验 

本实验所用原材料为高纯铝(纯度为  99.995%)和 

单晶硅片，气体雾化装置由中南大学金属材料研究所 

提供。首先采用中频感应电炉进行母合金熔炼，再利 

用气体雾化法制备合金粉末，雾化气体选用氮气，气 

体压力为 0.9  MPa，雾化温度为 850 ℃，整个制粉过 

程在氮气保护下进行。 

雾化粉末采用 75 µm标准筛筛分，主要研究粒度 

小于 25 µm的粉末。取等量合金粉末进行热处理，分 

别在 300、450、500和 550 ℃保温 1 h，在 500℃分别 

保温 2 min、10 min、1 h、4 h 和 16 h。 

合金粉末试样采用树脂镶嵌方法制作，用  NaOH 
水溶液腐蚀试样。粉末形貌特征及显微组织分析在 
FEI  QUANTA−200  扫描电子显微镜上进行；采用 
D/Max2500VB +  X 射线衍射线仪分析  α(Al)相和  βSi 
相衍射峰变化，利用 HVS−1000型显微硬度计测试较 

大粉末的显微硬度值。 

2  结果与讨论 

2.1  快速凝固 Al27%Si合金粉末的形貌特征 

图 1所示为气体雾化 Al27%Si合金粉末的形貌。 

由图 1可看出，Al27%Si雾化粉末的颗粒形状主要由 

球形、液滴形和不规则形状组成。粉末表面凹凸不平， 

并附带卫星颗粒和毛刺，但随着颗粒尺寸的减小，表 

面逐渐平整化，卫星颗粒和毛刺逐渐减少，但一些尺 

寸小于 10 µm的颗粒，形状呈球形且表面光滑，无卫 

星颗粒和毛刺。合金粉末形状不规则主要与雾化后合 

金熔滴球化时间和凝固时间的相对大小有关，雾化熔 

滴的球化时间 τsph 可以用下述关系式表示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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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d1 为球化后熔滴直径；d2 为球化前熔滴最小直 

径；μL 为液态金属黏度；σ为液态金属表面张力；V 

图 1  快速凝固 Al27%Si合金粉末的形貌 

Fig.  1  Morphologies  of  rapidly  solidified  Al27%Si  alloy 

pow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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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熔滴体积。考虑到 r1 远大于 r2(r1/r2≈10)，可以忽略 

r2 的值，  3 
1 π 

3 
4  r V = ，因此，式(1)可以简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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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式(2)中可以得出，熔滴球化时间主要取决于液 

态金属黏度、表面张力及熔滴尺寸，当熔滴黏度和表 

面张力一定时，大尺寸熔滴在凝固前不能进行充分球 

化，因此形成不规则状粉末颗粒；而小尺寸熔滴本身 

具有较大的表面张力，更加有利于球化。除上述原因 

外还需考虑熔滴易氧化、受雾化气体冲击和相互之间 

碰撞等因素对球化的不利影响。 

2.2  快速凝固 Al27%Si 合金粉末的内部微观组织特 

征 

采用气体雾化工艺制备的 Al27%Si合金粉末， 其 

内部组织非常细小，不同粒度粉末内部组织表现出不 

同的形态特征。 快速凝固 Al27%Si合金粉末内部微观 

组织如图 2所示。 从图 2(a)可知， 粉末内部组织由 α(Al) 

图 2  快速凝固 Al27%Si合金粉末晶粒的微观组织 

Fig.  2  Microstructures  of  rapidly  solidified  Al27%Si 

powders with different grain sizes: (a) 20−25 µm; (b) ＜10 µm 

基体相、灰色块状  βSi 相(呈多角状在颗粒中弥散分 

布，平均尺寸 3~4  µm)和细小灰色枝晶状的非平衡共 

晶硅相组成。共晶硅相在基体上呈散乱分布特点，无 

方向性， 其最大宽度不超过 1 µm， 最大长度约为 3 µm。 

随着粉末颗粒尺寸减小，合金粉末中心组织与四周组 

织存在明显差异。由图 2(b)可知，初晶硅相都聚集在 

粉末颗粒边缘。这是由于在雾化过程中，合金熔滴的 

凝固是由外向内的，熔滴的表层具有最大的温度梯度 

和较大的冷却速度，根据结晶规律 βSi相优先析出。 

其次，随着粉末粒度减小，组织中 βSi相和共晶硅相 

的尺寸也减小。这是由于在快速凝固过程中，大尺寸 

的粉末颗粒对应的过冷度较大，冷却速度较小，不能 

及时抑制 βSi相和共晶硅相在凝固过程中的析出，反 

之小尺寸粉末颗粒冷却速度较大， 因此， 其对应的 βSi 

相和共晶硅相的尺寸较细小 [14] 。 

2.3  退火温度对粉末显微组织的影响 

快速凝固  Al27%Si 合金粉末在不同温度下保温 

1 h 后的显微组织如图 3所示。 由图 3可看出，随着温 

度升高，组织变化特征主要表现为块状 βSi相发生显 

著粗化，共晶硅相由枝晶状逐渐转变为颗粒状相并有 

一定程度粗化。由图  3(a)可知，与原始粉末相比，当 

加热温度较低时，其组织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由图 

3(c)可知，在 500℃保温 1 h后， 粉末组织中 βSi相和 

共晶硅相的颗粒数最多，且球化度最好，其 βSi相平 

均尺寸为 4~5  µm，共晶硅相尺寸大约为 1 µm。当温 

度继续升高至 550℃后，组织中 βSi相和共晶硅相进 

一步长大，且一些大尺寸的 βSi相颗粒出现搭接，并 

逐渐团聚在一起形成一个硅颗粒，其 βSi相平均尺寸 

为 5~6 µm，共晶硅相尺寸为 2~3 µm，如图 3(d)所示。 

2.4  保温时间对快速凝固 Al27%Si 合金显微组织的 

影响 

快速凝固 Al27%Si 合金粉末在 500 ℃保温不同 

时间后的显微组织如图 4 所示。从图 4 可以看出，减 

小粉末颗粒尺寸，其内部组织变化趋势均与上述基本 

一致。在 500 ℃下保温 2 min 后，βSi相颗粒粗化不 

明显，共晶硅相逐渐从枝晶状转变为块状相，且粗化 

不明显。随着时间逐渐延长，βSi 相和共晶硅相不断 

析出长大，将保温 10 min 与 1 h 后的显微组织相比较 

可知，βSi 相和共晶硅相球化度均较好，但从图中明 

显看出，共晶硅相的粗化程度明显高于  βSi相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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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快速凝固 Al27%Si合金粉末在不同温度保温 1 h后的显微组织(平均尺寸 20 µm) 

Fig. 3  Microstructures of rapidly solidified Al27%Si powders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s for 1 h (average grain size 20 μm): (a) 300 

℃; (b) 450℃; (c) 500℃; (d) 550℃ 

图 4  快速凝固 Al27%Si合金粉末在 500℃保温不同时间后的显微组织(平均尺寸 10 µm) 

Fig. 4  Microstructures of rapidly solidified Al27%Si powders heated at 500 ℃ for different time (average grain size 10 μm): (a) 2 

min; (b)10 min; (c) 1 h; (d) 4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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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下保温 4  h 后，内部粗化现象非常严重，导致 

βSi相和共晶硅相无法清晰地区分， 但可以看出， βSi 

相和共晶硅相颗粒均发生团聚。 

快速凝固 Al27%Si 合金粉末在 500 ℃保温不同 

时间后的 XRD 谱如图 5 所示。由图 5 可知，随着保 

温时间延长，合金粉末组织成分与雾化态相比不发生 

变化， 但雾化态粉末 α(Al)相的衍射峰有一定程度的宽 

化。这是由于在快速凝固的作用下，大量的硅元素过 

饱和固溶在 α(Al)基体中，造成晶格畸变，从而造成宽 

化效应。从图 5 还可以看出，基体 α(Al)相和 βSi 相 

的衍射峰随着保温时间延长，宽化程度有所缓和，且 

衍射峰强度一直呈增强的趋势，但增长速率随着时间 

延长不断减小。 上述变化特征主要是由于 α(Al)基体组 

织的回复和 βSi固溶体的脱溶析出引起的，与上述组 

织变化相对应，初晶硅和共晶硅随着保温时间延长不 

断粗化，增加粉末组织中 βSi相的体积分数，衍射峰 

强度提高。 

图 5  快速凝固 Al27%Si 合金粉末在 500 ℃保温不同时间 

后的 XRD谱 

Fig. 5  XRD patterns of rapidly solidified Al27%Si powders 

heated  at  500 ℃  for  different  times:  (a) Asatomized  sample; 

(b) 2 min; (c) 10 min; (d) 1 h; (e) 4 h 

图6所示为(331)α(Al)相在高角度区间的XRD谱。 

由图 6可知， 快速凝固 Al27%Si合金粉末经 500℃保 

温 1 h 后， 基体 α(Al)相的衍射峰尖锐化， 且在主峰 
1 α K 

右侧又出现一个 
2 α K  峰。从图 6 还可以看出，与雾化 

态相比， 经热处理后合金粉末的基体 α(Al)衍射峰向低 

角度方向偏移，说明引起相应晶面间距增大，使  Al 

基体晶格参数增加。该结果可表征为经快速凝固后， 

大量的 Si 元素固溶于 α(Al)溶原子发生脱溶析出，引 

起的基体晶格收缩作用减弱， 使 α(Al)基体的晶格常数 

图 6  (331)α(Al)相在高角度区间的 XRD谱 

Fig. 6  XRD patterns of high  index plane  (331)  α(Al) phase: 

(a) Asatomized; (b) Annealed at 500℃ for 1 h 

表现出增大的趋势。 

2.5  保温时间对合金显微硬度的影响 

快速凝固 Al27%Si合金粉末显微硬度在 500℃ 

保温不同时间的变化曲线如图 7所示。 由图 7可看出， 

在保温初期，随着时间的延长，合金粉末显微硬度呈 

下降趋势，当保温时间超过 240  min后，继续延长保 

温时间，合金显微硬度不再继续降低，而是保持相对 

稳定。

合金粉末在保温初期引起显微硬度下降的原因主 

要有两个方面：1) 粉末加热后基体中过饱和  Si 原子 

在热激活作用下脱溶析出，对基体的固溶强化作用逐 

渐减弱；2) 快速凝固使基体晶格严重畸变，存在大量 

高密度位错， 对组织起晶格错配强化和位错强化作用， 

但粉末加热后会使基体晶格畸变发生一定松弛并释放 

一定量错配畸变能，同时位错发生滑移和重新排列， 

异号位错相互抵消，位错密度降低，造成晶格配错和



第 24 卷第 1 期 解立川，等：快速凝固过共晶铝硅合金粉末的形貌与显微组织  135 

高密度位错对合金组织的强化作用减弱，使合金发生 

软化，表现为合金显微硬度下降 [15] 。随着保温时间延 

长，过饱和固溶原子的脱溶和组织回复过程已充分完 

成，因此，合金粉末显微硬度下降到一定程度后便不 

再继续下降，维持相对稳定。 

图 7  快速凝固 Al27%Si 合金粉末在 500 ℃保温不同时间 

后的显微硬度 

Fig. 7  Microhardness of rapidly solidified Al27%Si powders 

heated at 500℃ for different times 

3  结论 

1) 利用快速凝固气体雾化法制备 Al27%Si 合金 

粉末颗粒，其形状基本呈不规则形状；随着粉末粒度 

减小，表面逐渐平整化，一些尺寸小于 10 µm的颗粒 

其形状呈球形且表面光滑。 粉末内部组织由 α(Al)基体 

相、灰色块状 βSi相和细小灰色枝晶状的非平衡共晶 

硅相组成。随着粉末颗粒尺寸减小，块状 βSi相和枝 

晶状的共晶硅相数量越少，尺寸也越小，且块状 βSi 

相聚集在粉末颗粒的边缘。 

2) 在热处理过程中， 随加热温度升高或保温时间 

延长，合金粉末中过饱和固溶体 Si逐渐脱溶析出，导 

致 βSi相发生粗化，共晶硅相逐渐转变为块状相且发 

生粗化；当温度过高或时间过长时，βSi 相和共晶硅 

相开始发生团聚。 

3) 在 500 ℃下保温不同时间后，基体 α(Al)相和 

βSi 相衍射峰宽化程度有所减弱，其衍射峰强度随时 

间延长逐渐增大。 

4) 在 500℃下保温不同时间，在保温初期，合金 

粉末显微硬度呈下降的趋势； 当保温时间超过 240 min 

后，继续延长保温时间， 合金显微硬度不再继续降低， 

而维持相对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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