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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材料是国民经济、社会进步和国家安全的物质基础与先导，材料技术已成为现代工业、国防和高
技术发展的共性基础技术，是当前最重要、发展最快的科学技术领域之一。
发展材料技术将促进包括新材料产业在内的我国高新技米产业的形成和发展，同时又将带动传统产业
和支柱产业的改造和产品的升级换代。
&ldquo;十五&rdquo;期间。
我国材料领域在光电子材料、特种功能材料和高性能结构材料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的突破。
在一些重点方向迈入了国际先进行列。
依据国家&ldquo;十一五&rdquo;规划，材料领域将立足国家重大需求，自主创新、提高核心竞争力、
增强材料领域持续创新能力将成为战略重心。
纳米材料与器件、信息功能材料与器件、高新能源转换与储能材料、生物医用与仿生材料、环境友好
材料、重大工程及装备用关键材料、基础材料高性能化与绿色制备技术、材料设计与先进制备技术将
成为材料领域研究与发展的主导方向。
不难看出，这些主导方向体现了材料学科一个重要发展趋势，即材料学科正在由单纯的材料科学与工
程向与众多高新科学技术领域交叉融合的方向发展。
材料领域科学技术的快速进步，对担负材料科学与工程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双重任务的高等学校提出
了严峻的挑战。
为迎接这一挑战，高等学校不但要担负起材料科学与工程前沿领域的科学研究、知识创新任务。
而且要担负起培养能适应材料科学与工程领域高速发展需求的、具有新知识结构的创新型高素质人才
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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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教育部高等学校材料科学与工程教学指导委员会规划教材，根据教育部高等学校材料科学与工
程教学指导委员会制订的教学基本要求编写。
“金属材料与热处理”是高等工科院校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的专业基础课之一，教学目的是使学生理
解金属材料的组织、性能和加工工艺三者之间的关系，掌握金属材料的强化理论，为今后金属材料的
选择及加工工艺制订的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全书共8章，分别为第1章概述了金属材料在人类社会中的作用，强调了热处理在材料生产中的地位
，指明了全书的研究内容与目的；第2章讲述了金属材料的固态相变的基础理论；第3章介绍了钢的热
处理原理与工艺；第4章介绍了有色金属材料的热处理原理与工艺；第5章介绍了金属材料的强韧化方
法，并对材料失效做了初步分析；第6章介绍了常见的构件用钢、机器零件用钢和特殊性能用钢，并
对铸铁进行了讲述；第7章介绍了常见的铝、铜等有色金属材料；第8章在前述内容的基础上，介绍了
材料失效基础知识与典型金属材料的设计原则和方案。
    本书可作为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金属材料方向），材料加工专业本科生教材，也可供冶金、机械
等行业的研究生和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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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按原子迁移情况分类　　按照相变过程中原子迁移情况可以将固态相变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类是扩散型的相变。
在这类相变过程中，必须依靠原子或离子的长距离扩散来完成，因而扩散是这类相变中起控制作用的
主要因素。
因为原子的扩散系数与温度呈指数关系，所以温度对相变过程有重要影响。
温度越高原子活动能力越强，相变越容易进行。
所以可以通过控制相变温度从而控制相变过程。
绝大多数相变属于这一类。
　　第二类是无扩散型的相变。
整个相变过程（结构变化、成分变化或有序度变化等）不是依靠原子或离子发生长程扩散来完成的相
变，称为无扩散型相变。
关于扩散一般是这样定义的：原子的迁移称为扩散。
在无扩散型相变过程中，并非原子不发生迁移，而是迁移的方式与扩散型相变有本质的区别。
相变时原子通过类似范性形变过程中孪生变形那样做规则的迁移，相变前后各原子间的相邻关系不发
生变化。
使点阵发生改组但是化学成分不发生变化。
钢中的马氏体相变是典型的无扩散型相变。
　　第三类转变是介于上述两类相变之间的一种过渡型转变，已发现的属于这类相变的有两种：一种
叫块形转变，它接近于扩散型相变，相界面的移动也是通过原子逐个扩散而进行的，但在这里扩散只
局限于原子横跨界面而进行的短距离扩散，而没有长距离的扩散，已在Fe-Ni合金及一些铜、铝合金中
发现这类转变；另一种叫贝氏体型转变，接近于马氏体转变，在这类转变过程中，若产生两个新相，
则其中之一依靠扩散成长，另一相依靠切变成长；若只产生一个新相，则其中只有一个组元进行扩散
，另一个组元不发生扩散，无论哪一种情况，扩散与非扩散二者都是相互影响或相互制约的，这种转
变是以钢中的贝氏转变而命名的。
本章将按照这种分类方式具体说明固态相变中的主要类型。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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