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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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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电子背散射衍射(EBSD)是基于对扫描电子显微镜(SEM)或聚焦离子束 (SEM-FIB)中电子束在倾

斜试样表面激发出背散射电子并经试样表层原子衍射形成的菊池带进行分析而获得试样晶体学信息的

技术[1,2]。EBSD技术用于晶体结构相似的相分析时,可结合安装于SEM(也可是SEM-FIB或EPMA)
上的能谱仪(EDS)进行元素化学成分分析,以提高EBSD相分析结果的可靠性。

EBSD数据具有统计性特征,因此可同步分析多相材料的相分布、取向关系和百分含量等[3]。通过

对金属及合金的EBSD相分析,可以获取金属及合金中各种相的形貌、分布及面积百分含量等相关信

息,这对金属及合金的成分控制、热处理工艺选择、合金化机理研究及构件的失效分析等都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Ⅳ

GB/T34172—2017



微束分析 电子背散射衍射
金属及合金的相分析方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采用电子背散射衍射(Electronbackscatterdiffraction,EBSD)技术对金属及合金中

的相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时参数校正、数据采集的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EBSD对金属及合金试样的相分析,其他多晶或单晶材料的EBSD相分析也可参照

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27025 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的通用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合金 alloy
由多种金属元素、或金属与非金属元素所组成的具有金属特性的物质。

3.2 
相 phase
材料中晶体结构和化学成分相同的部分。

3.3 
晶体 crystal
由在空间上规则的、可重复的原子排列组成。常用空间群、晶系、晶格常数(包括棱边长度和棱之间

的角度)以及晶胞内的原子位置来描述。

3.4 
单晶 singlecrystalline
内部晶格排列和晶体学取向均保持一致的晶体材料。

3.5 
晶粒 grain
具有相同取向(允许公差范围之内)的点构成的区域,其由晶界完全封闭。

3.6 
多晶 polycrystalline
由许多取向不同的单晶(晶粒)组成的晶体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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