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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了梯度磁场下金属熔体中晶粒迁移的一般动力学模型，导出了磁场对导电熔体黏度的影响规律，得到了

迁移速度的解析解和迁移距离的分析解 ’导电熔体的有效黏度随磁场强度的平方成线性递增关系 ’迁移速度达到

终极速度的时间为 &#( ) * 数量级 ’终极速度随着磁场强度的增加而迅速减小，表明强磁场对晶粒迁移有抑制作用 ’
迁移距离和迁移率与磁场分布密切相关 ’为观察初晶硅的迁移状况，将 +,-&./0123 合金在 %4#5保温 %# 637 后，施

加强梯度磁场（!" 8 4 9，!" :!" ;:" 8 ( ""< 9"·6(&）对熔体作用不同时间并淬火，结果表明，晶粒半径大于等于 <#!6
的初晶硅在 &"# * 内大部分完成迁移，与理论计算符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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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引 言

随着高温超导技术的发展，使得磁技术在各个

领域的研究和应用变得活跃 ’在生物磁的研究方面，

国内已自行研制出单通道高温超导 FM 2NOP? 磁梯度

计，可用于获取人体的心磁地图，在这方面的研究已

取得较大进展［&—)］’ 对等离子体鞘层的研究是等离

子体实验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利用磁场调控鞘层中

等离子体的动量及能量分布，使等离子体表面工程

优化，已成为国际上一个新的研究热点 ’在一些情况

下，磁场对等离子体动量和能量的分布影响显著，然

而考虑磁场的影响会使问题复杂化，人们通常用数

值模拟方法对磁场的影响进行研究［<，4］’在多层超晶

格薄膜复合材料中，有人在有效场理论（CQ9）框架

内理论研究了纵向磁场对材料磁化率的影响［%］’地
球磁场甚至与太阳风的动压有联系［$］，太阳风动压

的增加（减小）总是对应着同步轨道磁场的增加（减

小）’基于流体模型，有研究者导出了一个关于托卡

马克等离子体内环形漂移模型的色散关系，该色散

关系与离子压强梯度、磁场梯度以及曲率有关 ’磁场

梯度与曲率驱动等离子体的有理面不稳定［.］，而压

强梯度促使这种不稳定变为稳定 ’通过解析和数值

两种方法，可以获得它们之间的控制关系 ’用数值计

算方法研究均匀横向磁场条件下通过抛物量子阱结

构的共振隧穿［R］，研究结果表明：磁场增加时，共振

峰向高能区移动，新的共振峰出现；同时研究了回旋

中心在不同位置时抛物阱结构的 #-$ 特性，结果发

现回旋中心在抛物阱中心时能够得到和实验一致的

结果，即磁场增加，电流峰值减小且向高偏压移动 ’
同时，超导技术的发展使得强磁场的获取更加便捷，

这促 使 材 料 电 磁 过 程（G,GK0FS6DT7G03K UFSKG**37T SM
6D0GF3D,*，CV>）很快成为材料科学和材料制备领域

的研究热点 ’磁场增强到几个特斯拉时，原本常被忽

视的抗磁或顺磁物质的磁化力，在强磁场中变得明

显，甚至有人在强磁场下于 >7B," 水溶液中悬浮起

直径为 & 66 的金球［&#］’ 由于洛伦兹力和磁化力的

共同作用，强磁场不但能改变非磁性金属或合金的

凝固 组 织［&&］，甚 至 能 改 变 合 金 中 溶 质 组 元 的 分

布［&"］’在铝硅合金的变质处理中施加静磁场能延长

变质有效时间［&)］和影响初晶硅的分布［&<］，原因是静

磁场有抑制对流的作用 ’强磁场在磁取向［&4—&R］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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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已经取得较多的成果，而对于强磁场下析出

相迁移问题的研究则相对较少 !人们用 "#$%&$’($)*
合金中的金属间化合物及 "#$%& 合金中的初晶硅模

拟夹杂物，利用磁化力加以分离［+,］，对 "#$%&$’($)*
合金，磁化力作用下试样端部的密度发生变化，而

"#$%& 合金中的初晶硅则是在试样端部形成偏聚 !有
研究者用 -+ . 强静磁场去除铝熔体中的 %&/ 夹杂

物，认为其优点是去除率高［+-］!据报道，半固态过共

晶铝硅合金在强梯度磁场中凝固时初晶硅发生迁移

并被细化［++］!笔者认为梯度磁场下的颗粒迁移技术

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不仅利用此种技术可为制备

自生复合材料和梯度功能材料开辟新的途径，而且

还为有色金属熔炼中去除非金属夹杂物以及纯金属

的净化提供了新的思路 !然而，在梯度磁场中关于析

出相晶粒迁移的动力学研究相对较少，较完整的理

论模型未见报道 !
本文建立了梯度磁场下析出相晶粒迁移的动力

学模型，得到了磁场对熔体黏度的影响规律 !根据初

始条件得到模型的解析解 !定义了析出相晶粒的迁

移率，对影响迁移的各种因素进行了理论探讨 !采用

共晶 "#$-0123%& 合金进行了实验研究，并用建立的

模型解释了实验结果 !

+ 4 实 验

"#$-0123 %& 母合金采用纯度为 55453 的铝及

554553的结晶硅颗粒熔炼而成 ! 按质量分数（硅占

-03，铝占 0+3）配备一定数量的硅和铝，将铝置于

石墨坩埚内并在电阻炉中加热至 67,8，然后加入

硅并进行搅拌，将炉温升到 07,8保温较长时间，保

温过 程 中 多 次 搅 拌 合 金 液，然 后 浇 注 到 直 径 为

547 99，长为 -+, 99 的多个石墨铸模中 ! 将母合金

棒截成约为 -7 99 长的小段，用孔径为 -, 99 的石

墨管将小段封装后置于磁场中心上方一定位置进行

重熔凝固实验 !实验用超导磁体产生方向竖直向上

的强静磁场，磁体中心的强度在 ,—-: . 之间连续

可调 !从磁体中心向上或向下磁场强度连续衰变，因

此磁体产生方向向上或向下的强梯度磁场 !实验装

置见图 -，磁体中心的磁场强度为 0 . 时，磁场强度

的分布情况见图 +，图 +（;）为多项式拟合，图 +（<）为

磁体中心以上部分 :—+, =9 段的线性拟合 !通过调

节外加磁场强度的大小和控制试样在磁场中的位

置，保证每次实验都具备相同的磁场条件（!" > 7 .，

图 - 强磁场实验装置示意图 -4 试样架；+4 水冷系统；?4 加热

器；:4 超导磁体；74 试样；@4 淬火用水池；64 温度控制系统

图 + 磁体中心施加 0 . 磁感应强度时磁场强度的分布曲线

（;）多项式拟合；（<）线性拟合

A!" BA " > ::40 .·9C-）!试样以 -78·9&(C - 的升温速

度在磁场外升温至 @7,8，并保温 @, 9&( 后进行下

面的实验：-）无磁场情况下直接淬火；+）分别在磁场

中恒温 + 9&( 及 +, 9&( 淬火 !将凝固试样沿纵截面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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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切开制备成金相试样，观察试样的宏观和微观

组织 !

" # 实验结果

淬火试样的宏观及微观组织分别见图 " 和图

$ !图 "（%）为无磁场的情况，试样在 &’()保温 &(
*+, 后直接淬火的凝固组织，可见初晶硅均匀分布

在整个试样的纵截面内 !图 "（-），（.）分别为试样在

磁场外于 &’()保温 &( *+, 后，再施加磁场作用 /
*+, 和 /(*+, 的淬火组织 !图 "（-）表明，经过 / *+,，

试样的顶部已形成初晶硅偏聚层，表明初晶硅晶粒

已经发生了迁移 !磁场作用 /( *+,，淬火试样中初晶

硅偏聚层明显增厚，初晶硅数量增多 ! 由图 $（%）可

见，无磁场时试样淬火组织中的初晶硅较分散，晶粒

多数为不规则多边形块状，边角尖锐，粒径分布从

$(!* 至 0/(!* 不等 !而磁场作用 / *+,，淬火组织

中的初晶硅基本转变为球状，偏聚层初晶硅晶粒分

布较密集一些，并且晶粒半径更均匀，约为 $(!*，见

图 $（-）!当磁场作用 /( *+,，偏聚层中尺寸较小的晶

粒增多，粒径从 /(!* 到 0/(!* 不等，与无磁场情况

相比，粒状晶粒较多，块状晶粒很少且边角已经熟化 !

图 " 试样在磁场外于 &’()保温时间 &( *+, 后施加不同磁场条件的凝固组织 （%）不加磁场直接淬火；

（-）施加 !" 1 ’ 2，!"3!" 43 " 1 5 //$ 2/·*5 0磁场作用 / *+, 淬火；（.）施加 !" 1 ’ 2，!"3!" 43" 1 5 //$ 2/·*5 0

磁场作用 /(*+, 淬火

图 $ （%），（-），（.）分别为图 " 中 6，7 及 8 处的微观组织

$# 理 论

初生相在梯度磁场中发生迁移的物理机理是初

生相晶粒在梯度磁场中受到磁化力的作用，该力驱

动固液两相区的初生相晶粒克服有效重力和液相阻

力而发生运动，此运动导致初生相颗粒在磁化力作

用方向发生迁移，最终在试样的一端形成初生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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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聚层 !

!"#" 受力分析

为便于分析，作如下假设：

"）初生相晶粒的迁移运动为平动，故采用单粒

子模型，并假定晶粒为球状 ! #）不考虑晶粒之间的碰

撞 ! $）晶粒的初始速度为零 !运动晶粒的受力分析如

图 % 所示 !图 % 中假定磁场方向竖直向上，磁场梯度

方向与磁场方向相反，竖直向上为 ! 轴的正向，初生

相晶粒沿 ! 轴正向运动 ! 则晶粒在梯度磁场中受到

的作用力为有效磁化力!!&，有效重力!"，黏滞阻

力 !!；另外，由于晶粒向前运动时要向四周排开熔

体，熔体水平方向的运动分量垂直于磁场方向，见图

%（’）中的 #’(（图中只画出一个方向的运动），这将在

熔体中产生感应电流 $)（熔体自身形成闭合回路），

$)（即导电熔体）在磁场中将受到 *+,-./0 力 %（ % 定

义为单位面积力）的作用，此力通过熔体作用于晶粒

上，产生一个与晶粒运动方向相反的阻力 !)"，阻碍

晶粒的运动，这里称之为磁致阻力，见图 %（1）! 同

时，由于晶粒向前运动后熔体对其刚才的位置将进

行填充，熔体填充运动的水平分量同样垂直于磁场

方向，和上述情况一样，由于 *+,-./0 力的作用，这种

填充运动将受到抑制，从而在晶粒下方产生一负压

区，导致一拽力 !2" 作用于晶粒之上，!2" 可称为磁

图 % 磁场影响阻力的示意图 （’）晶粒排开熔体运动的水平分量在磁场中引起感应电流；（1）磁场中

*+,-./0 力引起磁黏滞阻力

致拽力 !因此，晶粒在梯度磁场中受到的力为（见图

%（1））

! 3 "!& 4!" 4 !! 4 !)" 4 !2" 4!
#

%5 $，（"）

其中，!!& 3 %（#6 7#(）
"
$8

"!
5"!

5 ! ，% 是晶粒的体

积，#6，#( 分别是析出相和熔体的磁化率，$8 3 9":
"87; <·&7"，为真空磁导率 !!& 3 %（%= 7%(）’，%=，

%( 分别是析出相和液相介质的密度 ! (! 与晶粒的形

状和运动速度有关，如果假定晶粒是半径为 ) 的球

体，则由 >/+?-6 定律有 (! 3 @"!)&，&是晶粒运动的

速度，!为熔体的动力学黏度 !!
#

%5 $ 为晶粒上部受到

的全部 *+,-./0 力，晶粒向前运动时此力将对晶粒的

上部产生挤压，导致晶粒前进的阻力增大 ! *+,-./0
力 * 与熔体的速度 %’( 和磁感应强度的平方成正比，

!
#

%5 $ 的大小可表示为

!
#

%·5& 3 +) @")%’( "#
! ， （#）

其中，+) 为与液相介质电导率及晶粒半径有关的系

数，具有长度的量纲，可称为特征尺寸系数 ! 当晶粒

运动速度增加时，其排开熔体的速度随之增大，所

以，%’(与晶粒的运动速度&成正比，于是可得

!
#

%·5& 3 +)+2 @")&"#
! ， （$）

其中，+2 为比例常数 !

!
#

%·5& 增大，磁致阻力 !)" 随之增大，它们之间

存在一定的函数关系，其中最简单的是线性关系，类

比摩擦定律，可以假定 !)"与!
#

%·5& 成正比，因此有

!)" 3 +)+2+#@")&"#
! 3 +8@")&"#

! ， （9）

其中，+#为比例常数，+8 3 +)+2+#，亦为比例系数 !
磁致拽力 !2" 可作类似的处理，晶粒为球体的

假设下甚至有 ()" 3 (2" ，因此可定义 !" 3 !)" 4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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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磁黏滞阻力，具有（!）式相同的形式，于是有

!" " ##!$!"$
% ， （%）

其中，比例系数 # 和 #& 一样，与液相介质电导率和

晶粒半径有关，亦称为特征尺寸系数 ’
将（(）式向 % 轴投影，并将上述各个参量及（%）

式代入，可得到晶粒在运动方向的力

! " &（") *"+）
(
#,

"%
-"%

- %

* &（$. *$+）’ * #!（% / #"$
%）$!’ （#）

令

%& "% / #"$
% ， （0）

%&称为熔体的有效黏度，（0）式表明熔体的有效黏度

与磁 场 强 度 的 平 方 成 递 增 关 系 ’ 系 数 # 可 用

12345266 数 计 算，与 用 12345266 数 表 示 的 有 效 黏

度［$7］比较可得

# " %"$
%

(
7 () *( )( ，() ! (， （8）

其中，() " "%$ &9( )
%

(:$

，$ 为粒子半径，&9 为熔体的

电导率 ’

!"#" 析出相晶粒的迁移速度及距离

!;$;( 晶粒的迁移速度

析出相晶粒的运动速度，亦称迁移速度，可根据

牛顿定律进行求解 ’晶粒在梯度磁场中的动力学微

分方程的矢量形式为

* -!
- + " !， （<）

其中，! 为晶粒受到的合力，如（(）式所示，* " &$.

" !
7!$

7
$. 为析出相晶粒的质量 ’ 将（<）式投影到 %

轴上可得

* -!
-+ " !

7!$
7（") *"+）

(
#,

"%
-"%

-%

* !
7!$

7（$. *$+）’ * #!（% / #"$
%）$!’（(,）

对于稳恒磁场，"% ，-"% :- % 均不随时间改变，即都不

是时间的函数，因此（(,）式可用分离变量法求解，考

虑初始条件! + " , " ,，可得到如下解析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 * +
’( ) ].

， （((）

其中，’. "
$$. $$

<（%/ #"$
%）

，称为析出相晶粒的弛豫时

间，与晶粒的尺寸、熔体的黏度及磁场强度有关 ’
对过共晶 ?+@AB 合金，固态硅和液态铝的密度分别

为$. " $;7! = (,7 CD·5*7，$+ " $;78 = (,7 CD·5*7［$!］，固

态硅的磁化率为") " * <;(7 = (,* #［$%］，液态铝的磁

化率为"+ " (;,% = (,* #［$#］’ 液态铝的动力学黏度%
" !;% = (,* 7 E2·)［$0］，# 由（8）式计算，铝熔体的电导

率为&9 " !;(7$$ = (,#"* ( 5* (［$8］’ 由（((）式可得不

同磁场条件下迁移速度与初晶硅晶粒尺寸以及时间

的变化曲线，见图 # ’ 从图 # 可以看出，保持 "% -"% :
- %（即磁化力）相同，随着磁场强度的增大，颗粒迁移

速度下降 ’ 还可看出，经过约 ,;,,,# )，晶粒的迁移

速度趋于一最大值!F，即所谓的终极速度，其表达

式如下：

!F " $$$

<（% / #"$
%）

[= （") *"+）
(
#,

"%
-"%

-% *（$. *$+） ]’ ’（($）

（($）式的物理意义可从动力学方程（(,）式中得到解

释：晶粒在磁化力作用下做加速运动，随着速度的增

大，黏滞阻力也随之增大，当黏滞阻力增大到与磁化

力相等时，加速度为零，晶粒做匀速运动靠近顶端器

壁，令（(,）式的左边等于零也可得到（($）式的结果 ’
由（($）式可得!F 随磁场强度 "% 和晶粒尺寸的变化

关系，见图 0 ’从图 0 可见，随着磁场强度的增大，颗

粒迁移的终极速度迅速减小；当磁场强度足够大时

（如"(, G），不同尺寸的晶粒，其迁移速度趋于一

致，这表明强磁场对晶粒迁移有抑制作用 ’
! ;$;$ 晶粒的迁移距离

以上讨论了晶粒的迁移速度，这只能反映晶粒

迁移的快慢，对晶粒迁移的程度难以衡量 ’ 因此，有

必要考查晶粒的迁移距离，据此可了解晶粒迁移后

的位置，甚至可得出描述晶粒迁移程度的定量参数，

比如迁移率等 ’ 根据速度与位移的运动学关系!"
- %
- +，将其代入（(,）式得到

* -$ %
-+$ " !

7!$
7（") *"+）

(
#,

"%
-"%

-%

* !
7!$

7（$. *$+）’ * #!（% / #"$
%）$

-%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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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初生相晶粒迁移速度与磁场强度、晶粒尺寸和时间的变化关系

图 " 晶粒迁移终极速度随磁场强度和晶粒尺寸的变化关系

因为磁场的分布与空间位置有关，因此求解

（#$）式之前必须先求得磁场强度及梯度随空间位置

的分布关系 %实验装置见图 # %外加磁场为 & ’ 时，磁

场强度分布见图 (，其中，图 (（)）是根据实测数据进

行的多项式拟合曲线，而图 (（*）则是对应于磁体中

心以上空间位置的线性拟合 % 由图 (（)）可见，多项

式拟合结果与实测磁场强度的值符合得更好一些，

但其拟合方程为高次多项式，对于理论计算和实际

应用均不方便 %实际上，通过分析磁场强度的实测数

值、并观察图 (（)）的磁场分布曲线，可以发现：! 坐

标从 + , 至 + (- ./（距磁体中心的距离，负号表示在

磁体中心的上方）的范围，磁场强度呈线性递减的变

化规律，在磁体中心的下方（, 至 (- ./ 范围）也有同

样的变化规律 %因此，在线性变化范围对实测磁场强

度进行线性回归（拟合）即可得到拟合精度很高的线

性分布规律 %外加磁场为 & ’ 时，对实测磁场强度数

值（对应于磁体中心上方 , 至 (- ./，并取竖直向上

为 ! 轴正向）进行线性拟合，拟合直线见图 (（*），且

拟合方程如下：

"! 0 "- 1!!， （#,）

其中，拟合系数为 "- 0 23&4(2 ’，!0 + ,-3!!$$ ’·/+# %

相关系数 # 0 + -322!&&，表示 "! 与 ! 显著负相关 %拟

合直线的斜率!0
5"!

5 ! 即为磁场梯度 %

（#$）式中阻力项含有 "(
! ，表示磁场对熔体黏性

的影响，为使问题简化，这里的 "! 可赋以确定的

值，可根据试样在磁体中的具体位置进行确定，通常

取试样半高处的磁场强度值较合理，用 "" 表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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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场强度，则据（!"）式有

!! # !$ %" " % !
&( )# ， （!’）

其中，" 为试样底端距磁场中心的距离，# 为试样的

高度，见图（(）)

图 ( 析出相晶粒的运动模型示意图 （*）初始时刻；（+）$ 时刻

将（!"）式及（!’）式代入（!,）式可得

-& %
- $& # . !

#/

- %
- $ % !

$/
（%0 .%1）

!
&$
"& % % !

$/

[2 !
&$

（%0 .%1）!$" .（$/ .$1） ]& ，（!3）

其中，#/ #
&$/ ’&

4（!% (!&
!

）
，为前面提到的晶粒的弛豫

时间 )
对于所关心的情况，’!!$$!5，#/!!$. , 0，表

明（!3）式的首相为摄动小量，因此可以略去，从而得

到一近似表达式（严格求解见文献［&4］）

!
#/

-%
-$ # !
$/

（%0 .%1）
!
&$
"& % % !

$/

[2 !
&$

（%0 .%1）!$" .（$/ .$1） ]& )（!6）

考虑初始条件 % $ # $ # %$，可求得（!6）式的解为

% # %$ [% &$（$1 .$/）&
（%1 .%0）"& .

!$

" . % ]$
{2 ! . [78/ . !

$/&$
（%1 .%0）#/"& ] }$ ，（!(）

其中，%$ # )$ % " 为晶粒的初始位移，)$ 为初始时刻

晶粒到容器底端的距离，且有 $! %$! # % "，# 为试

样高度，见图 (（*）)（!(）式右边第二项第一因式里

的第一项&$（$1 .$/）&
（%0 .%1）"& 表示有效浮力（或重力）对迁

移的影响，第二项 .
!$

"
表示磁场强度和磁场梯度耦

合作用对迁移的贡献，第三项 . %$ 与试样在磁场中

位置有关，当 )$ # $ 时，%$ # " 正好为容器底端到磁

场中心的距离，" 愈大，试样中的磁场强度就愈小，

磁场强度对迁移的贡献就小 )可见，（!(）式所得结果

与实际情况是一致的 )（!!）式及（!(）式描述了析出

相晶粒在熔体中的运动状态 )

!"#" 析出相晶粒的迁移率

所研究的情形是静态分离（或迁移），只要析出

相晶粒在磁化力作用下抵达容器顶部器壁，此晶粒

则完成迁移 ) 如果析出相是夹杂物颗粒，则需要去

除，去除方法通常有：一种是让熔体流过管道，迁移

到管壁附近的夹杂物颗粒将被管壁吸附而去除［,$］；

另一种可采用与电熔剂净化类似的方法［,!］，让夹杂

物颗粒进入熔融的熔剂层而被去除 )但在密闭容器

中，若析出相晶粒或夹杂物颗粒发生迁移，则在器壁

顶端形成聚集层 )晶粒形成聚集层或被去除的运动

学条件为

% " # % " ) （!4）

（!4）式的物理意义如图 (（*）所示，即夹杂物颗粒必

须运动到器壁的顶端，夹杂物才能被器壁吸附而

去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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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关心的是 !! " !（或 "! " #）的初生相晶粒，

它们处于器壁底端，如果都迁移到了容器顶部，则认

为所有析出相晶粒均完成迁移，迁移率大于或等于

# $在密闭容器中，若有析出相晶粒发生迁移，则必形

成聚集层，$ 表示聚集层厚度，见图 %（&）$析出相晶

粒的迁移率可定义为

! "
!#
% ， （’!）

其中，!# 表示容器底部（ !! " !）初生相晶粒经过时间

& 时后运动的距离（见图 %（&）），因此有，!# " "# ( #，

"# 为 & 时刻底部晶粒的位移 $由（#%）式可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式代入（’!）式可得迁移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图 / 晶粒迁移率随时间及晶粒尺寸的变化

迁移率大于 # 表示晶粒到达容器顶端完成迁

移，如果是夹杂物颗粒则表示已经去除 $给定磁场条

件，(! 和%即可确定，这里取（#0）式的拟合系数，取

# " !1#’ 2，% " !1!#3 2（ #，% 根据实验条件给定），

) 由（%）式确定，其中计算 45672588 数时，(* 取 (’，

约为 019 :，则由（’’）式可得迁移率!随磁场作用时

间 & 及晶粒尺寸的变化关系曲线，见图 / $ 由图 / 可

见，经 过 #’! +，半 径 为 0!!2 的 晶 粒，迁 移 率 达

;<=，半径为 ;!!2 的晶粒，迁移率达 /%=，晶粒尺

寸更大时，迁移率超过 #!!= $

偏聚层宽度 $ 随迁移率的增加而增大，不过 $
与迁移率的定量关系不易确定，因为 $ 除与 (" >(" ?
> " 有关外，还可能与静磁场强度 (" 的作用有关（晶

粒间的磁排斥作用，另文研究）$

3 1 结果分析

在第三部分的实验结果中，图 <（&）表明大部分

初晶硅晶粒在 ’ 2@8 之内完成迁移；图 0（&）表示迁

移初晶硅的晶粒尺寸，晶粒半径约为 0!—3!!2$ 而

理论计算结果给出：粒径为 0!!2 以上的晶粒经过

#’! +，其迁移率已达到甚至超过 ;<=（见图 /），由此

可见，理论计算和实验结果是符合的 $顺便给出相关

实验结果的解释 $无磁场时淬火组织中初晶硅晶粒

分布均匀是因为固态硅和液态铝的密度比较接近，

硅颗粒悬浮在铝液之中，淬火后即得到颗粒均匀分

布的组织，见图 0（5）$ 图 0（&），（A）的初晶硅晶粒较

密集是因为初晶硅晶粒在磁化力作用下发生迁移最

终形成偏聚的缘故 $ 据王春江等［##］的研究，磁场的

加入有利于初晶硅的析出，可以认为：图 0（A）中出

现更多细小初晶硅晶粒是由于磁场作用时间相对

较长 $

; 1 结 论

#1 建立了强梯度磁场下金属熔体中析相晶粒

迁移的一般动力学模型，得到了描述晶粒运动状态

（迁移速度和位移）的解析及分析解 $磁化力不变，迁

移速度随着磁场强度的增加而减小 $ 迁移晶粒达到

终极速度的时间为 #!( < + 数量级 $ 终极速度随着磁

场强度的增大而迅速衰减，表明强磁场对迁移有抑

制作用 $
’ 1 从颗粒的受力特点及导电熔体在磁场中表

现的电磁特性出发，导出了磁场强度对熔体动力学

黏度的影响规律，即’B "’C )(’
" ，表示熔体的有效

黏度与磁感应强度的平方成线性递增关系 $
< 1;3!D保温 ;! 2@8 的 E*F#%G@ 半熔态合金在强

梯度磁场（(" " 3 :，(" >(" ?> " " ( ’’0 :’·2(#）下迁

移的淬火实验表明，晶粒半径大于等于 0!!2 的晶

粒在 #’! + 内 大 部 分 完 成 迁 移，与 理 论 计 算 结 果

符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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