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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由汪庆华编著的《热处理工程师指南》系统地介绍了从理论到实践的热处理技术。
其主要内容包括：钢铁热处理基本知识、热处理工艺与设计、热处理常见缺陷及预防措施、热处理常
规设备及工装、常用钢热处理工艺及实践、铸件热处理工艺及实践、非铁金属材料热处理工艺及实践
、热处理与其他加工工艺之间的关系、热处理质量检验。
《热处理工程师指南》附录中给出了热处理相关标准目录、常用钢的热处理工艺参数，以及各种钢的
硬度与强度换算关系，供读者参考。
书中内容密切联系目前热处理的生产实际情况，涵盖了热处理生产过程中的经典理论及技术要领，使
读者可以学以致用，实用性强。

《热处理工程师指南》适合热处理工程技术人员阅读参考，也可作为热处理技工、技师及相关在校师
生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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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加热规范的一般原则
　 2.1.2 加热介质
　2.2 钢的退火与正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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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1 工装设计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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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2 灰铸铁热处理
　 6.1.3 可锻铸铁热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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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3 加工余量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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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常用渗剂　　在化学热处理过程中，渗剂的作用是在一定的温度下能连续不断地提供渗入元素
的活性原子。
常用产生活性原子的基本成分可分为有机物质和无机物质两类。
　　（1）无机物质如渗碳用的炭（包括焦炭、木炭、骨炭、活性炭等）、一氧化碳、碳酸盐等；渗
氮用的无机物质有氨及铵盐；碳氮共渗用的无机物质除采用渗碳和渗氮用的无机物质之外，有时还用
氰化物和铁氰化物；渗硼用的有硼砂、四硼酸钠、碳化硼、三氯化硼、二硼烷、氟硼酸钠；渗硫用的
有硫化亚铁、二硫化铁、硫氰酸钾、硫酸铝钾等；渗金属用的为各种金属及其氯化物、铁合金等。
　　（2）有机物质如烷烃、烯烃、炔烃、芳香烃、烃的含氧衍生物（醇、醚、醛、酮等）、胺、醇
胺、酞胺、尿素等。
　　2.催渗剂　　化学热处理中使用催渗剂（或称触媒剂）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降低渗剂化学反应所需
的活化能，从而增加反应速度，提高介质的活性，使化学热处理工艺过程能顺利进行。
　　在渗氮和氮碳共渗中，引入一定量的氧或空气，由于氧与分解气中的氢气结合形成水蒸气，从而
使氢的分压降低，提高了渗氮和氮碳共渗的渗速，同时使渗层的性能也有一定的提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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