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24]金属学与热处理 

一、考试要求： 

金属学与热处理是材料工程领域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的专业课程，主要介绍金属材料

的成分、组织结构和性能之间关系以及金属热处理相变的一般原理、热处理工艺对组织与性

能的影响，研究如何控制材料内部组织，充分挖掘材料潜力的理论与方法。通过本课程的学

习，使学生系统掌握金属学基本理论及基本知识，掌握金属组织特点及固态相变原理，掌握

热处理工艺对组织、性能的影响规律，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后续课程的

学习、工作打下基础。 

考试具体要求： 

1）答案写在答题纸上； 

2）允许考生携带计算器等。 

二、考试内容：  

1.金属的晶体结构 

晶格与晶胞；3种典型金属晶体结构；晶体中的堆垛方式及间隙；晶向指数及晶面指数；

实际金属晶体缺陷；晶体的各向异性；多晶型性。 

重点掌握：体心立方、面心立方晶体结构特点；晶向指数及晶面指数；晶体缺陷类型及

特点。 

2.纯金属的结晶 

金属结晶现象；金属结晶的热力学条件；金属结晶的结构条件；晶核的形成；晶核长大；

金属铸锭的组织与缺陷。 

重点掌握：2种形核方式；控制金属结晶晶粒大小方法。 

3.二元合金的相结构与结晶 

合金中的相类型；相结构；二元合金相图的建立；匀晶相图及固溶体的结晶；共晶相图

及其合金的结晶；包晶相图及其合金的结晶；其它类型的二元合金相图；二元相图的分析和

使用。 

重点掌握：合金中主要相类型；相律及应用；杠杆定律及应用。 

4.铁碳合金 

铁碳合金的组元及基本相；Fe－Fe3C相图分析；铁碳合金的平衡结晶过程及组织；含碳

量对铁碳合金平衡组织和性能的影响；钢中的杂质元素及钢锭组织。 

重点掌握：Fe－Fe3C相图分析；铁碳合金的平衡结晶过程及组织。 

5.三元合金相图 

三元合金相图的表示方法；三元系平衡相的定量法则；三元匀晶相图；三元共晶相图；

三元相图总结；三元合金相图应用举例。 

重点掌握：直线法则；杠杆定律；重心法则。 



 

6.金属及合金的塑性变形与断裂 

金属的变形特性；单晶体的塑性变形；多晶体的塑性变形；合金的塑性变形；塑性变形

对金属组织和性能的影响；金属的断裂。 

重点掌握：位错滑移及滑移系；晶粒大小对塑性变形的影响；塑性变化对力学性能的影

响。 

7.金属及合金的回复与再结晶 

形变金属与合金在退火过程中的变化；回复；再结晶；晶粒长大；金属的热加工。 

重点掌握：回复与再结晶驱动力；再结晶温度及影响因素；变形程度对再结晶晶粒大小

的影响。 

8.扩散 

扩散的本质；扩散机制；固态金属扩散条件；扩散定律；影响扩散的因素。 

重点掌握：影响扩散的因素。 

9.钢的热处理原理 

热处理的作用；固态相变的特点；钢在加热时的转变；钢在冷却时的转变；钢在回火时

的转变。 

重点掌握：过冷奥氏体连续冷却转变；钢在回火时的转变。 

10.钢的热处理工艺 

钢的退火与正火；钢的淬火与回火；其它类型的热处理。 

重点掌握：淬透性与淬硬性；回火类型及应用。 

11.工业用钢 

钢的分类和编号；合金元素在钢中的作用；构件用钢；机器零件用钢；工具钢；特殊性

能钢。 

重点掌握：钢的编号方法；屈服现象；应变时效；渗碳钢的热处理工艺；调质钢的热处

理工艺；轴承钢的热处理工艺；工具钢的热处理工艺；不锈钢的合金化原理；奥氏体不锈钢

晶间腐蚀。 

12.铸铁 

铸铁组织的形成；石墨与基体对铸铁性能的影响；灰铸铁；可锻铸铁；球墨铸铁；特殊

性能铸铁。 

重点掌握：铸铁类型；灰铸铁成分牌号及力学性能；球墨铸铁的形成条件。 

13.有色金属及合金 

铝合金的强化方式；铝合金分类；钛合金的强化方式；钛合金分类；钛合金的热处理。 

重点掌握：铝合金分类；钛合金的热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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