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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渐近分析方法对考虑了界面能各向异性的单相二元合金平界面定向凝固过程进行了线性稳定性分析，得

到了特定条件下的零级、一级渐近解，并通过对长波段渐近解的讨论得出了适用于整个波段的色散关系 )分析表明

零级渐近解等效于成分过冷理论，而一级渐近解则与 *+, 稳定性理论一致 )在稳定状态控制参数（抽拉速度和温度

梯度）的选择图中，界面能各向异性增大了不稳定区域，且在高速和高温度梯度时的影响更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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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引 言

凝固界面形态演化与稳态选择直接决定了实际

材料和铸件的凝固组织特征和性能，而另一方面，由

于定向凝固过程的可控性及其在凝固理论研究上的

重要性，定向凝固界面稳定性及其形态演化一直是

物理学家和材料学家关注的焦点之一［#—&］) 成分过

冷理论［.］和 *?665;C+,@D@ED4 线性稳定性理论（*+, 理

论）［0，&］的提出为定向凝固界面稳定性的定性及定量

分析奠定了基础 ) F4EE@; 和 G4;<@E［’］通过分析界面

前沿的初始溶质扩散场的发展过程对平界面的稳定

性进行了时间相关的半解析数值分析，从理论上揭

示了界面稳定性的时间相关特性 )
固H液界面能各向异性是影响晶体生长形态演

化与微观组织选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参数［"］)对自

由枝晶来讲，形成稳定的枝晶尖端形态的必要条件

就是具有一定的界面能各向异性，同样，对定向凝固

过程 的 界 面 稳 定 性 也 有 重 要 影 响 ) IJE5@66 和

,@D@ED4［-］首先采用类似于 *+, 理论的线性稳定分析

方法研究了界面能和界面动力学各向异性对单相二

元合金平界面稳定性的影响，认为界面能各向异性

使得毛细效应依赖于生长方向，而动力学各向异性

导致界面出现行波不稳定 ) *8/4AA@; 等［(］针对不同

生长方向对界面能各向异性的影响作了弱非线性分

析，给出了不同生长方向下胞状组织花样的选择 )
KJL6@ 等［#$］对各向异性作用下组织花样选择的弱非

线性分析做了总结 ) MJ6JN5; 和 14N5C［##］发现在深过

冷自由生长时各向异性对界面形貌稳定性也有类似

的影响 )总之，以上的研究结论表明动力学各向异性

对平界面的临界失稳并没有影响，而界面能的各向

异性对平界面失稳有重要影响 )
*+, 理论的分析过程是对凝固系统进行简化、

建立具有解析解的线性扰动微分方程，找到精确的

色散关系 )这种方法只能适用于简化的特殊情形，对

于目前不存在严格解析解的一般情形，除数值方法

外只能通过渐近解来研究系统的特征 )因此渐近方

法可以用来研究更为一般的复杂凝固系统，O?［#%］成

功利用该方法系统地研究了枝晶生长问题，并提出

了整体界面波理论 )目前，关于界面能各向异性的工

作中，采用渐近分析的方法研究界面能各向异性对

界面稳定性的影响还很少见 )因此本文将采用渐近

分析方法深入研究界面能各向异性对单相二元合金

定向凝固过程平界面稳定性的影响 )

% )合金定向凝固的数学模型

单相二元合金定向凝固过程主要由扩散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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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热扩散方程、浓度扩散方程及相应的边界条件

来描述 !为简单起见，假设固"液两相的密度和热扩

散系数相等，并忽略固相溶质扩散过程以及界面动

力学效应 !各向异性的形式采用四轴对称表示! #
!$（% &!’ ()*’"），其中!$ 为表面张力系数，!’ 为各

向异性强度因子，"为界面法向方向与对称轴的夹

角 !对于扁平试样，其凝固过程可简化为长度方向为

!，宽度方向为 " 的二维问题，用如下一组无量纲方

程描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边界条件：

%）温 度 为 #/ 高 温 区 的 边 缘，! # ’% " (0，# #
#/ - #1

!) " *2%
；

+）温 度 为 #, 低 温 区 的 边 缘，! # - ’+ " (0，# #
#, - #1

!) " *2%
；

3）远离界面的液相区，!!4，&, # %，

#, # #. # #+ ，

#+ #&+ ,""

（% & ,+
"）

3"+（% - %5!’ ()*’"）- -6 &；

’）在固液界面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 量 纲 长 度 单 位 (0 为 %, "/，时 间 单 位 为

%, "/+，温度单位为!) "（ *2%），浓度单位为 &4 ! 其

中，, 表示固液界面的位置，&+ #
( (
(0

#!0*2%#1

（!)）+ (0
与表

面张力系数成正比，无量纲参数 -6 # -
1&4

!) " *2%
，

#, 和 #. 分别表示液相和固相中的温度，&,，%, 表

示液相的浓度和溶质扩散系数，#1 为纯溶剂组元的

熔点温度，1 为液相线斜率，( ( #
!0*2%#1

（!)）+ 为毛细长

度，. 为溶质分配系数，$为热扩散系数，/ 为抽拉

速度，&4 为无穷远处液相浓度，!) 为单位体积的

潜热，*2 为定压热容，%为密度，’% 和 ’+ 分别为界

面到高温端和低温端的实际长度 !
对于这样的凝固问题，由于温度扩散场和浓度

扩散场在尺度上的巨大差异，在求解过程中对温度

场线性近似，求得其稳态解为

#7 # #78 & 2!，

#78 # - -6 &7,（$），

2 #
#/ - #,

’% - ’+
，

&7, # % & % - .
. 9- ! ， （3）

这里所得到的稳态解将作为扰动分析的基态

解，2 表示线形假设的温度梯度，#78为界面的温度，

&7,为液相的浓度 !

3 : 线性扰动的渐近分析

!"#" 线性扰动方程

对于线性系统可以近似认为非定常解是基态和

扰动态的叠加（在变量的上边加 ; 来区别基态与扰

动态）：

#,（"，!，$）# #7,（ !）&"# ,（"，!，$），

#.（"，!，$）# #7.（ !）&"# .（"，!，$），

&,（"，!，$）# &7,（ !）&"& ,（"，!，$），

,（"，$）# ,7 &",（"，$）!

（’）

扰动分析中，扰动态的振幅相对于基态为高阶

小量，因此分析的过程中可以忽略非线性项 !线性化

后，系统的扰动方程和边界条件如下（为简单起见，

下文中方程中"# 表示"# , 和"# .，"& 表示"&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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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4）

"# . # $，（ ! !- 4）

（5）

界面 ! # $ 处，

"# , -"# . # $，

"# . #&+",""（% - %5!’）- -6"& & % - .
. -6 -( )2",，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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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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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尺度渐近解

!"#"$" 多尺度渐近展开

比较界面条件（%）中各变量的数量级，可以看出

!!""必须是 #（!! &!#）’于是可在系统中假设新变量：

" ( ) $（!）

!
"，

% ( ) &（!）

!
%，

’ ( )"（!）

!
’ ’

（*）

将 新 变 量 看 成 独 立 变 元，当｛$（!），&（!），

"（!）｝) #（$）时，系统可以采用多重变量来描述 ’系
统中与表面张力有关的参数!是一个相对小量，可

将其作为渐近展开参数，可将扰动系统的解｛!(，!)｝

和相应的波数｛$（!），&（!），*+（!），*,（!）｝、特征值

｛"（!）｝表示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对应于浓度场的解，*+（!）和 *,（!）分别对应

于液相和固相温度场的解 ’采用多重变量后，相应系

统控制方程和边界条件变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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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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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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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2）

!( , ) . ’ （ % (#1 2）
（$$）

界面 % ) % ( ) . 上，

!( + 1!( , ) .，

!( , ) $#!#!!
!"#(

( #!$ !
#!!

!"!" (
(!#!#!!
!"( )#

3（$ 1 $4$5）1 +6!) ( $ 1 ,
, +6 1( )-!!，

!
!% (

（*+!( + 1 *,!( ,）(!!!%
（!( + 1!( ,）（$#）

(#"!! ) .，

& !
!% (

(!!!( )%!) ( $ 1 ,
, "
!!

(!（$ 1 ,）（!) (!!）) .’
将扰动解的渐近展开式（/），（0）代入方程（$.）

和边界条件（$$），（$#），比较渐近参数!的各级幂

次，可以得到各级近似方程和相应边界条件 ’
! "#"#" 多尺度展开下的零级近似解

零级近似下的方程和边界条件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 ) . ’ （ % (#1 2）
（$5）

% ) % ( ) . 处，界面条件

!( +. 1!( ,. ) .，

!( ,. ) $#
.
!#!!
!"#(

（$ 1 $4$5）1 +6!)

( $ 1 ,
, +6 1( )-!!.，

$.
!
!% (

（!( +. 1!( ,.）(#".!!. ) .，

$.
!!).

!% (
( $ 1 ,

, ".!!. ) . ’

（$4）

上述零级近似方程有如下形式的正则模式解：

!( +. ) .+. -7"( 1 %( ，

!( ,. ) .,. -7"( ( %( ，

!) +. ) ). -7"( 1 %( ，

!!. ) /. -7"( ’

（$%）

振幅项是变量（ "，%）的函数，而零级方程和边

界条件中都不含有变量（ "，%），可以近似地认为它

们是常数 ’将解（$%）式代入界面条件（$4），可确定振

幅项间的关系和如下的零阶色散关系：

". )
$.

#
# ( +6

$ 1 ,
,

+6
$ 1 ,
, 1 - 1 $#

.（$ ( $4$5{ }） ’

（$*）

!"#"!" 多尺度展开下的一级近似解

零级近似解忽略了!的高阶项，为了得出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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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需要进一步分析!一次项的影响 ! 在一级

近似下，可以得到如下的方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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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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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处，相应的界面条件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0 (( )+"(&，

!#
!
!#$

（!$%& (!$+&）$ !!#$
（&%&!$%# ( &+&!$+#）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对于一级近似方程，为了得到在 ##& 的区域内

的一致有效渐近解，必须假定控制方程（&,）的右端

项为零 !否则方程的特解将有一项含有 # $!%#，与此

对应的渐近解中的第二项将含有!# $!%# ’ ’#!%# !当 #

#& 时，一级修正项!!%& 将超过首相!%#，从而使渐近

展开失效 !同时可以假定 !& ’ #，可以得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由此可以得到方程（&,）的正则模式解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和一级的色散关系

#& " $ ")0
& ( *( )*

’ ( ")0（& ( *）( ")0
& ( *
* （& ( * ( ’&）

##

*#
!（""）

至此较为精确的色散关系描述可以为

#（*#）’## $!#& $ .（!"）! （"2）

!"!" 长波段渐近解

2323&3 单一尺度下的渐近展开

上述讨论的多尺度渐近展开只有在 !#!时才

成立，当 ! ’ .（!），扰动解将不具有多尺度结构 !由
于 ! 和!同阶，于是可以将变量进行如下形式的同

阶代换：

"4 ’ *4 "，#4 ’ ’4 #，/4 ’#4 /， （"/）

这里 !4 ’ !
!

，’4 ’ ’
!

，#4 ’#
!

，&4 + ’
&+

!
，&4 % ’

&%

!
，&4 + 和

&4 % 与 ’4对应 !
采用新的变量后，原系统的扰动方程和界面条

件转化为

*4 " !"

!"4 " $ &4 " !"

!#4( )" !$ ’"#4!
!$
!/4

( &!
!$
!#( )4 ，

*4 " !"

!"4 " $ ’4 " !"

!#4( )"
0% ’ #4!

0%
!/4

( &!
0%
!#( )4 ，

（".）

!$ % (!$ + ’ #，

!$ + ’!" !4 "!"!(
!"4 "（& ( &.$/）

( )0!% $ & ( *
* )0 (( )+!(， （"5）

!
!#4

（&4 %!$ % ( &4 +!$ +）$"#4!( ’ #，

’4!
!%
!# $ & ( *

* #4
!( $（& ( *）（!% $!(）’ #!

在长波区域，扰动态的解可以按以下形式作渐近

展开：

!$ ’ ) 0/｛!$#（"，#）$!"!$&（·）$ ⋯｝，

!% ’ ) 0/｛!%#（"，#）$!"!%&（·）$ ⋯｝，

!( ’ ) 0/｛!(#（"，#）$!"!(&（·）$ ⋯｝，

（"6）

!4（!）’ !4 # $!" !4 & $ ⋯，

’4（!）’ !4 # $!" ’4 & $ ⋯，

&4 %（!）’ !4 # $!" &4 %& $ ⋯，

&4 +（!）’ !4 # $!" &4 +& $ ⋯，

#4（!）’#4 # $!"#4 & $ ⋯ !

（",）

2323"3 单一尺度下的零级渐近解

在零级近似条件下，单一尺度的方程和界面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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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如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相应地方程的解和色散关系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 （,"）

其 中 &! # % +
" $ .! "

# $"! # $# +
1 ， #—# %

.! "
# $!"! # $!

"

# 1 -

1 2 结果与讨论

!"#" 色散关系的统一描述

以上的渐近分析过程，分别得到了单相二元合

金定向凝固过程中浓度场和温度场扰动态的渐近

解，并得出了较为精确的色散关系 - 对于二元系来

说，溶质扩散系数和热扩散系数的比值!远小于 +，

因此可以做!$# 的简化，即忽略温度场扰动的影

响 -这样一来，在多尺度分析中的色散关系（",）式可

以表示为

" % &#! $ .# $# ! $ "#

".#
&( ){ }+

"

0 + & *
)*（+ & !）3 ! &

."
#（+ & +4$1）

)*（+ & !）3( )! $ /（#"）-

（,,）

而对于长波段单一尺度的色散关系（,"）式，变

换为原来的参数（"#，.#）后，

" % &#! $（&# $#! $ &#）

0 + & *
)*（+ & !）3( )! $ /（#"），

&# %#" $ ."
# $#"# $#

"

# 1 - （,1）

当 .#%#时，对 &# 进行展开，可以将色散关系

作适用于整个波段的统一描述为

" % &#! $（&# $#! $ &# (）+ & *
)*（+ & !）3 !

&
."

#（+ & +4$1）

)*（+ & !）3 )! $ /（#"）- （,4）

通过色散关系图 + 可以看出，对应于某些控制

参数所有波数的特征值"都小于零，即平界面对所

有的扰动都是稳定的 -而如果存在对应于"大于零

的波数时，该扰动下的平界面将失稳 -从示意图中可

以推断存在临界控制参数使 .# % .#5时，特征值"%
#，对于其他波数，特征值都小于零，这时平界面处于

临界稳定状态 -从图中还可以定性地推断各向异性

的存在增加了系统的不稳定性 -

图 + 不同温度梯度和界面能各向异性条件下的统一色散关系

曲线 .# 为波数

!"$" 界面能各向异性对稳定性的影响

12"2+2 控制参数的转换

为简化分析过程，在建立模型时对凝固系统进

行了无量纲化 -然而在实际定向凝固过程中要考察

的是温度梯度和抽拉速度两个重要控制参数对系统

稳定性的影响 -由于长度尺度和时间尺度都与抽拉

速度 0 有关，0 的改变，将改变系统中所有与长度

量纲和时间量纲相关的量，另外无量纲温度梯度 *
的值也与 0 有关 -色散关系（,4）式的形式不便于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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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控制参数对系统稳定性的影响，因此有必要重新

定义只依赖某一特定控制条件的无量纲参数 !新尺

度可表示如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 与表面张力系数!% 成正比，可以认为是修正的

化学毛细长度，’* 与温度梯度成反比，为修正的热

传导长度 !于是下列关系式成立：

".

)1（’ $ $）( $ #
!"

’2
，

*
)1（’ $ $）( $ #

’2
’*

，（/3）

引入如下新的独立依赖于单一控制参数的无量

纲参数：

+ #
!"

’2
，# #

!"

’*
， （/4）

参数 + 仅与抽拉速度成正比，#仅与温度梯度成正

比 !采用修正的化学毛细长度 !" 代替热扩散长度作

为长度尺度，相应地用 !" (, 作为时间尺度 !于是上

述色散关系在新参数下为

$5 # $ $ - $ $ ’
. - -5 .

% -$5 % -!( )’
6

7 ’ $ #+ $ +-.
%（’ $ ’8!6( )） - .（".），（/9）

其中$5 #$"
，-5 % #

-
"

!

6 :.:.: 零级近似解与成分过冷判据

新控制参数下，色散关系（/8）式的零级近似为

$5 % # -5 % ’ $ #+ $ +-.
%（’ $ ’8!6( )） ! （6%）

由扩散控制的凝固过程大都针对非棱面晶体，

通常其各向异性的系数比较小，即 ’ $ ’8!6 ; % ! 当

$5 % ; % 时扰动随时间增大，凝固界面失稳 !由此可以

看出，当 + ;#时系统是不稳定的 !转化为温度梯度

和抽拉速度的关系即为

/
, ; $

#（’ $ $）( $%)

（"+ $ ",）(（(’ - (.）
， （6’）

此即成分过冷判据 !由分析可知，成分过冷理论是没

有考虑界面能作用的凝固过程扰动系统的零级渐

近解 !
6 :.:/: 考虑高阶项的界面稳定性判据

对于色散关系（/9）式来说，其临界稳定的情形

应该是$5与 -5 % 轴存在唯一的交点 !于是存在如下代

数方程组：

$5 # %，

$5< # % !
（6.）

将色散关系（/9）式代入方程组（6.），化简后

得到

$ # .+ -5 .
% -( )’

6
’(.

-5 .
% -( )’

6
’(.

- $ $[ ]’
.

.

!

（6/）

解这个方程即可得到临界稳定时的临界波数 -5 "，即

色散关系曲线与波数轴的切点，然后将其代入上述

代数 方 程 组 即 可 得 到（#，+）平 面 上 的 中 性 稳 定

曲线：

# # + ’ $ +-5."（’ $ ’8!6）$（.+$）’(. -5 ." -( )’
6[ ]’(6

!

（66）

图 . $ # %:8 时控制参数（ +，#）确定的稳定性区域图

如图 . 所示，曲线上的每一点都对应于由（66）

式给出的系统临界稳定控制条件 !从图中可以看出

成分过冷判据#; + 给出的稳定性区域要远远小于

考虑与界面能有关的高阶项所确定的稳定性区域 !
系统的 临 界 稳 定 控 制 参 数 存 在 两 个 极 值：#=>? 和

+=>?，这与 &@A 理论是一致的，即当温度梯度足够

大，使#;#=>?时，凝固过程对于所有的抽拉速度 ,
都是稳定的；另一方面当抽拉速度充分大，使 + ;
+=>?时，凝固过程对于所有的正的温度梯度都是稳

定的 !
关于界面能各向异性的影响，从图 . 中可以明

显地看出，各向异性增大了系统的不稳定区域，随着

各向异性强度的增加，#=>?逐渐增加，而 +=>?不变 !对
于某一确定的生长速度，临界稳定对应的控制参数

#" 随着各向异性的增加而增加，意味着所需要的温

度梯度逐渐增加 !变化幅度随生长速度的增加先增

大后减小，且在高速区的影响更大一些 !当温度梯度

确定时，抽拉速度小于某一临界值使得 + B +" 时，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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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过程处于低速稳定状态；当 ! ! !" 时，某些扰动的

振幅将随时间增加，系统处于不稳定状态；抽拉速度

进一步增加使 ! ! !#，系统为高速稳定状态 $界面能

各向异性使得存在不稳定区域的抽拉速度的临界值

!" 减小，!# 增大，不稳定区域变大甚至从无到有 $从
整体来说，界面能各向异性对凝固系统处于高速和

高温度梯度时有明显的影响 $

% & 结 论

从合金定向凝固的数学模型入手，在考虑四轴

对称的界面能各向异性情况下，对稳态平界面的线

性扰动系统进行多重尺度的渐近展开和单一尺度的

渐近展开，得到了统一的高阶近似色散关系 $通过对

控制参数的变换看出，渐近分析结果与成分过冷理

论和 ’() 理论是一致的 $界面能各向异性对平界面

的稳定性具有明显的影响：各向异性的存在增加了

系统临界稳定对应的温度梯度!"，减小了低速临界

稳定速度 !"，增大了高速临界稳定速度 !# $总的来

说，界面能的各向异性增大了凝固系统不稳定状态

对应的控制参数选择范围，且对处于高速和高温度

梯度区域的凝固体系有较大影响 $

本文得到了南开大学应用数学系徐鉴君教授的帮助和

指导，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

［*］ +,- .，+, /，01-2 + +，)3 4 5，631-2 0 7 899: "#$% &’() $

*+, $ !" ;<=*（,- >?,-@A@）［林 鑫、李 涛、王琳琳、苏云鹏、

黄卫东 899: 物理学报 !" ;<=*］

［8］ 631-2 0 7，)?1-2 B +，C?D3 4 6 *<<* "#$% &’() $ *+, $ #$ ;8;
（,- >?,-@A@）［黄卫东、商宝禄、周尧和 *<<* 物理学报 #$ ;8;］

［;］ /,EE@F 0 G，H1"IAD- J G，K3LL@F H 0，>?1E#@FA B *<%; "#$%

-.$%// $ % :8M
［:］ ’3EE,-A 0 0，)@I@FI1 K N *<O; 0 $ "11/ $ &’() $ "# ;8;
［%］ ’3EE,-A 0 0，)@I@FI1 K N *<O: 0 $ "11/ $ &’() $ "! :::
［O］ 01FF@- H G，+1-2@F H ) *<<9 &’() $ 2.! $ G #& ;%*M
［=］ 71P,A ) 6 899* 3’.45( 46 *4/+7+6+#%$+4,（>1#QF,R2@：>1#QF,R2@

S-,P@FA,LT 5F@AA）UMO
［M］ >DF,@EE ) K，)@I@FI1 K N *<=O 0 $ 85()$ $ 954:$’ "# *%=
［<］ ’"N1RR@- V B，>DF,@EE ) K，)@I@FI1 K N *<MM 0 $ 85()$ $ 954:$’

’% *M9
［*9］ 6DTE@ K B，’"N1RR@- V B，71P,A ) 6 *<<O &’+/ $ 35%,) $ 2 $

*4# $ ;4,74, G "!# 8<*%
［**］ VDEDP,- G G，71P,A ) 6 *<<M &’()+#% 7 %%( ;O;
［*8］ .3 H H *<<= <,$.56%#+%/ =%!. 3’.45( 46 &%$$.5, >45?%$+4,：*./.#$+4,

46 @.,75+$. 954:$’ %,7 A+)#4B) >+,C.5+,C +, % D./.(*’%: >/4:（W@X

4DFI：)UF,-2@F(Y@FE12）U*

8%8* 物 理 学 报 %= 卷



!"# $%&’()*)+, $-$.&%+% */ +-)#0/$,+$. %)$1+.+)& 2+)" %30/$,#
)#-%+*- $-+%*)0*(& /*0 4+0#,)+*-$. %*.+4+/+,$)+*- */ $..*&%!

!"#$ %&’()*# !"#$ )’#(+&,#$- ."#$ /,#(+"#$
（!"#"$ %$& ’#()*#")*& )+ !),-.-+-/#"-)0 1*)/$22-03，4)*"56$2"$*0 1,)&"$/50-/#, 70-8$*2-"&，9-’#0 012203，:5-0#）

（4,5,’6,7 8 9,:;*";< 3220；;,6’=,7 >"#*=5;’?@ ;,5,’6,7 1A )*#, 3220）

B:=@;"5@
B# "=<>?@C@’5 "#"D<=’= CE ’#@,;E"5’"D =@":’D’@< F’@& @&, =*;E"5, @,#=’C# "#’=C@;C?< ’= 7,;’6,7 EC; 7’;,5@’C#"D =CD’7’E’5"@’C# CE

"DDC<=G H&, I,;C "#7 E’;=@ C;7,; =CD*@’C# EC; >*D@’(=5"D, "#7 @&, I,;C C;7,; =CD*@’C# EC; =’#$D,(=5"D, ";, C:@"’#,7G H&, 7’=?,;=’C#
;,D"@’C# "7"?@,7 @C "DD F"6,(D,#$@& ’= ?;,=,#@,7 :< 5C>:’#’#$ @&, =&C;@ "#7 @&, DC#$ F"6,(D,#$@& =CD*@’C#= G J@ F"= 5C#5D*7,7 @&"@
@&, I,;C C;7,; "=<>?@C@’5 =CD*@’C# ’= ,K*’6"D,#@ @C 5C#=@’@*@’C#"D *#7,;5CCD’#$ @&,C;< "#7 @&, E’;=@ C;7,; =CD*@’C# ’= 5C#=’=@,#@ F’@&
L(M @&,C;< G H&, ’#=@":’D’@< IC#, CE 5C#@;CD ?";">,@,; ,#D";$,= F’@& @&, =*;E"5, @,#=’C# "#’=C@;C?<，,=?,5’"DD< EC; @&, &’$&
@,>?,;"@*;, $;"7’,#@ "#7 &’$& ?*DD’#$ 6,DC5’@<5"=,= G

!"#$%&’(：7’;,5@’C#"D =CD’7’E’5"@’C#，’#@,;E"5’"D =@":’D’@<，"=<>?@C@’5 "#"D<=’=，"#’=C@;C?<
)*++：N1O29，N1129，PQ02R

!S;CT,5@ =*??C;@,7 :< @&, U"@’C#"D U"@*;"D M5’,#5, 9C*#7"@’C# CE +&’#"（/;"#@ UCG 82Q2121O）"#7 @&, M5’,#@’E’5 4,=,";5& 9C*#7"@’C# EC; @&, 4,@*;#,7

V6,;=,"= +&’#,=, M5&CD";=，M@"@, W7*5"@’C# L’#’=@;<G

- +C;;,=?C#7’#$ "*@&,; G W(>"’D：T5&F"#$X#F?*G ,7*G 5#

O8313 期 王志军等：各向异性作用下合金定向凝固界面稳定性的渐近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