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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教育材类专业“十二五”规划教材：金属热处理原理与工艺》分为热处理原理和热处
理工艺两大部分，共13章。
热处理原理部分主要介绍了钢在热处理中发生的相与组织转变的规律、特点，常见组织的特点及性能
。
具体包括：金属固态相变基础、奥氏体转变、珠光体转变、马氏体转变、贝氏体转变、过饱和固溶体
的脱溶分解（含钢的回火转变）。
热处理工艺部分主要介绍了常用热处理工艺参数的确定，热处理应用的技术，具体包括：退火与正火
、淬火与回火，表面淬火、化学热处理、形变热处理、真空热处理等，此外还对热处理工艺设计进行
了简要介绍。
　　《普通高等教育材类专业“十二五”规划教材：金属热处理原理与工艺》是高等工科院校金属材
料工程专业的教材，也可供从事金属材料热处理的相关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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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③工艺的可行性根据企业的热处理条件、人员结构素质、管理水平制定的热处理工艺
才能保证在生产中正常运行。
④工艺的经济性工艺应充分利用企业现有条件，力求流程简单、操作方便以最小的消耗获取最佳的工
艺效果。
⑤工艺的可检查性现代质量管理要求，热处理属特种工艺范畴，工艺过程的主要工艺参数必须具备追
溯性，对产品处理质量追溯查找，因此工艺应具备可检查性。
⑥工艺的安全性工艺要求有充分的安全可靠性，遵守安全规则，不成熟的工艺要经试验验证鉴定后方
可投入生产。
⑦工艺的标准化标准化工作是企业的基础，也是在热处理生产必不可少的，是工艺质量的保证。
13.2.2热处理工艺制定的依据制定热处理工艺的依据有产品图样及技术要求、毛坯图或毛坯技术条件、
工艺标准、机械加工对热处理的要求等。
（1）产品图样及技术要求产品图上应标明以下内容：标明材料牌号与材料标准；零件最终热处理后
的力学性能及硬度等。
化学热处理零件在产品图上应标明化学热处理部位、渗层深度、硬度及渗层组织要求和标准。
对零件有热处理检验类别要求时，还应标明热处理检验类别。
（2）毛坯图或毛坯技术条件毛坯图上应标明材料牌号和标准，以及热处理要求性能及硬度。
毛坯技术条件（毛坯验收标准）应给出毛坯热处理后的性能指标。
（3）工艺标准工艺标准分为上级标准（国家标准、国家军用标准、行业标准）和企业标准，它是编
制工艺规程的主要依据。
质量控制标准也分为上级标准和企业标准，它是工艺过程中质量控制的主要依据。
（4）企业条件企业条件包括热处理生产条件、热处理设备状况、热处理工种具备程度、人员结构、
专业素质及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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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金属热处理原理与工艺》为普通高等教育材类专业“十二五”规划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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