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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固态相变及应用》

前言

　　《金属固态相变及应用》是金属材料工程专业的专业课之一。其教学目的和任务是，使学生通过
本课程的学习，掌握金属固态相变的基本原理，熟悉金属材料在加热和冷却过程中发生固态相变的基
本规律及其在退火、正火、淬火、回火、固溶处理和时效中的具体应用，了解金属固态相变组织性能
之间的具体联系，熟悉主要的热处理工艺及其对金属材料固态组织与性能的影响规律，为从事与金属
固态相变有关的研究和技术工作打下专业理论基础。　　第1章为固态相变概论，主要从整体上介绍
金属固态相变的一般规律。第2、3、5、6、9、10章为固态相变各论，分别介绍钢中奥氏体的形成、珠
光体转变、马氏体相变、贝氏体相变、回火转变和脱溶沉淀。在第3章介绍珠光体转变之后，紧接着
第4章介绍与珠光体转变理论的应用密切相关的退火和正火。第7章介绍过冷奥氏体转变动力学图，实
际上是对珠光体、马氏体、贝氏体相变动力学的总结。在第5～7章介绍马氏体相变、贝氏体相变和过
冷奥氏体转变动力学图之后，紧接着第8章就介绍与马氏体相变和贝氏体相变理论的应用密切相关的
淬火。第9章将回火转变理论及其在回火工艺中的应用一并介绍。第10章则将脱溶沉淀理论及其在固溶
处理和时效工艺中的应用合在一起介绍。　　在编著过程中，作者力图使本书具有标准化程度高、内
容覆盖面宽、可使用范围广的特点。书中所涉及的热处理名词术语和材料牌号基本都采用了最新国家
标准，以使其标准化程度高；书中内容既涉及固态相变原理也涉及固态相变的应用，既涉及钢也涉及
铸铁和有色合金，以使其内容覆盖面宽；书中既注意理论知识的系统阐述，又注意工艺参数选择和操
作的指导，以使其使用范围广，不但可以作为高等院校金属材料工程专业本科生的专业教材，而且也
可以作为工程技术人员的专业参考书。　　本书由沈阳工业大学康煜平教授主编，其中第1章由辽宁
工业大学常伟副教授编写，第2、3章、第8、9章由沈阳工业大学康煜平教授编写，第4、5章由沈阳工
业大学任英磊教授编写，第6章由沈阳工业大学杨林教授编写，第7章由沈阳工业大学张松教授和张春
华副教授编写，第10章由沈阳工业大学邱克强教授编写。吴伟副教授为各章编写了思考题，郭全英工
程师提供了部分金相照片资料，耿新工程师为全书绘制了插图。　　在本书编著过程中，得到了沈阳
工业大学刘正教授、陈立佳教授、刘丽荣博士和王鑫硕士的帮助；另外，书中参考并引用了一些文献
和资料的有关内容，在此，谨对上述朋友、同事和援引文献的作者们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
是根据金属材料专业教学改革后新的教学大纲编写的，讲授时可以根据需要有所取舍，有些内容可以
作为学生自学阅读材料。　　由于本书将原来的金属热处理原理与金属热处理工艺两门专业课合在一
起介绍，实属一种新的尝试，所以在内容的取舍和前后顺序的编排上可能多有不当之处。又因作者水
平有限，书中疏漏和不足在所难免，敬请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康煜平2007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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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好在用的上。挺好的。
2、讲的还是很好的
3、新书。很快递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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