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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辉煌成就，7台金工业实现了持续、快速、健康发展，钢
产量已连续数年位居世界首位。
这其间凝结着冶金行业广大职工的智慧和心血，包含着千千万万产业工人的汗水和辛劳。
实践证明，人才是兴国之本、富民之基和发展之源，是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探索者、实
践者和推动者。
冶金行业中的高技能人才是推动技术创新、实现科技成果转化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其数量能否迅速
增长、素质能否不断提高，关系到冶金行业核心竞争力的强弱。
同时，冶金行业作为国家基础产业，拥有数百万从业人员，其综合素质关系到我国产业工人队伍整体
素质，关系到工人阶级自身先进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巩固和发展，直接关系到我国综合国力能否不
断增强。
强化职业技能培训工作，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是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党中央和国务院
给予了高度重视。
在2003年的全国人事工作会议上，中央再一次明确了人才立国的发展战略，同时国家已经着手进行终
身学习法的制定调研工作。
结合《职业教育法》的颁布实施，职业教育工作将出现长期稳定发展的新局面。
为了搞好冶金行业职工的技能培训工作，冶金工业出版社同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昆明冶金高等专
科学校、吉林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山西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和中国钢协职业培训中心等单位密切协
作，联合有关的冶金企业和职业技术院校，编写了这套冶金行业职业教育培训规划教材，并经劳动和
社会保障部职业培训教材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组织专家评审通过，给予推荐。
有关学校的各级领导和教师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克服困难，辛勤工作，在有关单位的工程技
术人员和教师的积极参与和大力支持下，出色地完成了前期工作，为冶金行业的职业技能培训工作的
顺利进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相信本套教材的出版，将为企业生产一线人员的理论水平、操作水平和管理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企业
核心竞争力的不断增强，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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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冶金厂热处理技术》为冶金行业职业技能培训教材，是参照冶金行业职业技能标准和职业技能
鉴定规范，根据冶金企业的生产实际和岗位群的技能要求编写的。
《冶金厂热处理技术》在论述热处理基本原理和工艺的基础上，叙述了冶金厂热处理新技术、新工艺
，重点阐述了钢锭、钢坯、锻轧材的节能退火、去氢退火、软化退火以及钢材控轧控冷等新知识。
　　《冶金厂热处理技术》可作为冶金行业职业教育的培训教材，也可作为金属材料等相关专业的教
材，还可供从事冶金、铸造、锻压、焊接、热处理、压力加工、粉末冶金以及材料开发研究等行业的
科研人员、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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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3.2 钢的回火回火是将淬火钢在A1以下温度加热，使其转变为稳定的回火组织，并以适当方式
冷却到室温的工艺操作。
回火的主要目的是韧化，减少或消除淬火残余内应力，通过相应的组织转变，获得硬度、强度、塑性
和韧性的适当配合，以满足工件的性能要求。
回火有低温回火、中温回火和高温回火等几种。
2.3.2.1 低温回火低温回火温度约为150～250℃，得到回火马氏体组织。
和淬火马氏体相比，回火马氏体既保持了钢的高硬度、高强度和良好耐磨性，又适当提高了韧性。
因此，低温回火特别适用于刀具、量具、滚动轴承、渗碳件及高频表面淬火工件。
低温回火钢大部分是淬火高碳钢和高碳合金钢，经淬火并低温回火后，可得到隐晶回火马氏体组织，
其基体上分布着均匀细小的粒状碳化物，具有很高的硬度和耐磨性，同时显著降低了钢的淬火应力和
脆性。
对于淬火获得低碳马氏体的钢，经低温回火后可以减少内应力，并进一步提高钢的强度和塑性，保持
优良的综合力学性能。
2.3.2.2 中温回火中温回火温度一般在350-50℃之间，回火的组织为回火托氏体组织（也称屈氏体）。
对于一般的碳钢和低合金钢，中温回火相当于回火的第三阶段，此时碳化物开始聚集，基体开始回复
，淬火应力基本消失。
因此，钢具有高的弹性极限，较高的强度和硬度，良好的塑性和韧性。
所以，中温回火主要用于各种弹簧零件及热锻模具。
2.3.2.3 高温回火碳素钢和低合金钢高温回火温度约为500～650℃，回火组织为回火索氏体。
淬火和随后的高温回火也称为调质处理。
经调质处理后，钢具有优良的综合力学性能。
因此，高温回火主要适用于中碳结构钢或低合金结构钢，用来制作曲轴、连杆、连杆螺栓、汽车半轴
、机床主轴及齿轮等重要的机器零件。
这些机器零件在使用中要求有较高的强度并有能承受冲击和交变负荷的作用。
2.4 钢的形变热处理形变热处理是将塑性变形和热处理有机结合在一起的一种复合工艺。
该工艺既能提高钢的强度，又能改善钢的塑性和韧性，同时还能简化工艺，节省能源。
因此，形变热处理是提高钢的强韧性的重要手段之一。
控制轧制技术就是形变热处理的一种有效方式。
根据形变的温度以及形变所处的组织状态，形变热处理分很多种，这里仅介绍高温形变热处理和低温
形变热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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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冶金厂热处理技术》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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