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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具材料基础及选用》

前言

　　本书是根据原机械工业部教育司批准的“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教学计划和“模具材料与表面处
理”课程教学大纲编写的规划教材，主要供高等职业教育“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的学生使用，也可
供机械等相关专业，以及从事模具设计与制造和应用模具的技术人员阅读。　　模具材料是模具设计
和制造的基础，对模具的使用寿命、精度和表面质量起着重要的甚至决定性的作用。因此，研究和开
发高性能的模具材料，并根据模具的工作条件合理选用模具材料，采用适当的热处理及表面处理工艺
以充分发挥模具材料的潜力，是模具等相关专业技术人员所必须具备的专业技能之一。目前，高职相
关教材多以介绍模具材料、表面处理、热处理等相关知识为主，对模具失效及其修复的相关内容提及
甚少，而这部分内容恰恰是模具应用型技能人才最需要掌握的知识和技能之一。为此，本教材从高职
学生实际应用的角度，全面精练地介绍模具材料基础知识，在此基础上使得学习者能合理地进行模具
钢的选择和模具失效后的修复，并在相关单元末通过实操与案例的讲解，使学生学会如何运用所学知
识解决实际问题，加深对知识和技能的掌握。另外，对于国内普遍采用的美国、日本及其他国家的模
具钢，进行了较为详尽的介绍。　　全书分为九个单元，主要内容包括模具材料概述、模具钢的热处
理、金属材料的介绍、冷作模具材料、热作模具材料、塑料模具材料、进口模具钢、模具的表面工程
技术、模具失效分析及修复。本书以培养技术应用能力为主线，力求精练简洁，系统地介绍在模具钢
选择过程中要用到的相关知识，理论讲解以够用为度，突出了实用性、综合性和时效性。　　参加本
书编写的有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徐勇军（第1单元、第4单元、第5单元、第6单元、第7单元、第9单
元）、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刘志凌（第2单元、第3单元）、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曾锋（第8单元）。全
书由徐勇军任主编，刘志凌、曾锋任副主编。　　本书编写过程中参阅了有关院校、工厂、科研院所
的一些教材、资料和文献，得到了有关专家、教授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限
于编者的水平，书中难免有错误和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201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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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具材料基础及选用》

内容概要

《高等职业教育机械设计制造类专业规划教材:模具材料基础及选用》从高职学生实际应用的角度出发
，将模具材料知识、金属材料知识、热处理知识、模具失效分析及修复知识进行有机结合，使得学习
者学习后能合理地进行模具钢的选择和模具失效后的修复。主要内容包括模具材料概述、模具钢的热
处理、金属材料的介绍、冷作模具材料、热作模具材料、塑料模具材料、进口模具钢、模具的表面工
程技术、模具失效分析及修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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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与普通加热淬火相比，感应加热表面淬火有以下特点： ①加热速度快。零件由室
温加热到淬火温度只需几秒到几十秒的时间。 ②淬火质量好。由于加热迅速，奥氏体晶粒来不及长大
，淬火后表层获得针状马氏体，硬度比普通淬火高2～3倍。 ③淬硬层深度易于控制，生产率高，淬火
操作以实现机械化和自动化，但加热设备较昂贵，主要用于大批量生产。 感应加热表面淬火工件的常
用工艺路线：锻造—退火或正火—粗加工—调质或正火—精加工—感应加热淬火—低温回火—磨削。 
（2）火焰加热表面淬火。火焰加热表面淬火是利用高温火焰（如氧一乙炔或其他可燃气体）对零件
表面进行加热，随即淬火冷却，获得所需表面硬层的工艺方法。 火焰加热表面淬火淬硬层深度一般
为2～6 mm，主要适用于单件小批生产及异型、大型工件的表面淬火。此法设备简单、使用方便、不
受工件大小和淬火部位的限制、灵活性大，但由于其加热温度不易控制、容易过热、硬度不均，故淬
火效果不够稳定。 2.表面化学热处理 表面化学热处理是指将工件放在一定的活性介质中加热和保温，
使介质中的活性原子渗入工件表层，以改变表层的化学成分和组织，从而改善表层性能的热处理工艺
。它与其他热处理方法比较，特点是表层不仅有组织变化，而且化学成分也发生了变化。 表面化学热
处理的种类很多，一般都以渗入元素来命名。渗入元素不同，工件表层所具有的性能也不同。如渗碳
、渗氮、碳氮共渗能提高工件表层的硬度和耐磨性；渗铝、渗铬、渗硼大多是为了使工件表层获得某
些特殊的物理化学性能（如抗氧化性、耐高温性、耐酸性等）。 各种化学热处理都是将工件加热到一
定温度后，并经历以下三个基本过程： ①分解。由介质中分解出渗入元素的活性原子。 ②吸收。工
件表面吸收活性原子，也就是活性原子由钢的表面进入铁的晶格而形成固溶体或特殊化合物。 ③扩散
。被工件吸收的原子，在一定温度下，由表面向内部扩散，形成一定厚度的扩散层。 目前，在机械制
造业中，最常用的化学热处理有渗碳、渗氮和碳氮共渗。 （1）渗碳。渗碳是一种为了增加钢件表层
碳的质量分数和一定的碳浓度梯度，将钢件在渗碳介质中加热并保温，使碳原子渗入表层的化学热处
理工艺。 ①渗碳目的及用钢。在机器制造业中，有许多重要零件（如汽车、拖拉机变速箱齿轮、活塞
销、摩擦片及轴类等），它们都是在变动载荷、冲击载荷、很大接触应力和严重磨损条件下工作的，
因此，要求零件表面具有高的硬度、耐磨性及疲劳极限，而心部具有较高的强度和韧性。生产中一般
采用含碳量为0.1％～0.25％的低碳钢或低合金钢，如15、20、20Cr、20CrMnTi等进行渗碳处理来达到
其性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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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等职业教育机械设计制造类专业规划教材:模具材料基础及选用》可作为高职高专院校模具设计与
制造专业学生的教材，也可供机械等相关专业，以及从事模具设计与制造和应用模具的技术人员阅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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