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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麻田散鐵不鏽鋼？
相較於基本顯微結構是奧斯田鐵的奧斯田鐵不鏽鋼（像是A2或

A4）（見圖一，順磁性γ相，以面為中心的立方網格），麻田散鐵鋼的最
終顯微結構是由麻田散鐵所產生（見圖二，鐵磁性α相，以空間為中心

的立方網格），而麻田散鐵是一種硬化後的產物。

 

 圖一 圖二

與A2鋼相比，合金系統不僅提供強大的抗腐蝕能力，也善加整合
了機械特性（圖三）

 

圖三

要硬化奧斯田鐵鋼是不可能的，如此一來就無法達到可硬化鋼所

能達到的特性水準。這是兩種鋼種的基本差異，只有在抗腐蝕方面是

一模一樣的。

確切來說，麻田散鐵不鏽鋼用來生產自鑽螺絲（見圖四）。這種螺

絲主要應用於建築外的支撐蓋板（見圖五）以及各種產業安裝（像是鍋

爐、過濾器等）的隔離。 

 

緊固件生產用麻田散鐵不鏽鋼概要
性能與耐用度的相依關係

圖五

優點:

• 因為不需要事先鑽導孔所以可以節省成本

• 重新製作導孔也沒問題

• 不需要螺母和預留間隙幫助栓合

• 運送簡易和組裝容易 

• 強大的抗腐蝕能力

在接下來的文字中我們將會更加深入了

解這些螺絲。

金相和化學分析

我們測試了兩家製造商的DIN 7504K螺
栓，線徑(d1)分別為4.2mm和5.5mm（見圖六

和圖七）。

 

圖六

文/ Jozef Dominik

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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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七

硬度:

螺絲的硬度是用維

氏硬度法HV1沿著未受
蝕刻切割的螺絲進行量

測。量測結果顯示在圖八

（線徑d1為5.5mm)和圖

九（線徑d1為4.2mm)。

 圖八

 

圖九

金相:

在未蝕刻的狀態下，我們來評估微裂隙（見圖十）。微裂隙

在線徑d1為4.2mm的樣本上形成，且可能在螺絲滾軋的過程中
就會發生。 微結構的形成是透過 Kallings 2號蝕刻劑所誘發。
兩種樣本都是麻田散鐵（圖十一），以對應受過硬化的環境。

 

 

    圖十

圖十一

化學分析:

表一是以SPECTROMAXx分光儀做的化學分
析結果。兩種鋼鐵都一樣且符合麻田散鐵不鏽鋼的

樣式。 

 

表一 

組裝測試:

組裝測試是在厚度為4.5mm的「L」型鋼上進
行。在這些條件下，各組之間並無差異。線徑為

4.2mm的樣本有較低的頭部（圖七）。

結論
在鋼鐵的化學組成、微結構和硬度方

面，樣本之間並沒有顯著差異。 所有案例都
是硬化過的麻田散鐵不鏽鋼。此外，在組裝

過程中，樣本的表現都一樣。線徑為4.2mm
螺絲的微小裂隙在組裝測試中並沒有出現

負面影響。

[%] 碳 矽 錳 鉻 鉬 鎳

線徑

d1=4.2mm
0.319 0.312 0.228 13.91 2.08 0.926

線徑

d1=5.5mm
0.236 0.412 0.329 12.97 2.29 1.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