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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是对GB/T 12603-1990((金属热处理工艺分类及代号》的修订。修订时参考了近年来国内

外现有的与金属热处理工艺术语、分类及代号相关的标准。对照原标准进行了修改并增加了相应的内

容。修改的内容如下:

    — 按GB/T 1. 1-200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的要求对标准进行
        了重新编写，增加了前言，并将“常用热处理工艺及代号”在标准中作为附录A(资料性附录)。

    — 在范围中增加了适用于计算机辅助工艺管理和工艺设计并规定了不适用于在图样上标注，删

        除了“铝合金代号可参照本标准执行”。

    — 在规范性引用文件中增加了GB/T 8121-2002《热处理工艺材料术语》和JB/T 5992. 7-1992

        《机械制造工艺方法分类与代码 热处理》。

    — 在表 1“热处理工艺分类及代号”中增加了“离子注人”工艺，其代号为“50，并将原表1中的加

        热方法与原表2的加热介质合并为加热方式;在表3“退火工艺及代号”中增加了完全退火和

        不完全退火工艺，其代号分别为“F”和‘lp"，在表4"淬火冷却介质和冷却方法及代号”中增加了

        气冷淬火，其代号为“G"

    — 删除了表5“渗碳、碳氮共渗后冷却方法及代号”的内容。

    — 在附录A"常用热处理工艺代号”中加人了“气体渗硼”、“固体渗硼”、“氧氮共渗”、“氧氮碳共

        渗”和“铬铝共渗”

    — 对分类原则和代号作了进一步的叙述，并对标准中所有的工艺名称按GB/T 7232《金属热处

        理工艺术语》进行了规范，对表3、表4中的代号也按GB/T 7232中的工艺术语中的英文名称

        的字头进行了规范和简化。

    — 本标准代替GB/T 12603-1990《金属热处理工艺分类及代号》。

    本标准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热处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北京机电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马兰、徐跃明、邵周俊、李俏、胡小丽。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GB/T 12603-1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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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热处理工艺分类及代号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金属热处理工艺的分类方法及工艺代号的表示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机械制造行业中计算机辅助工艺管理和工艺设计。

本标准规定的代码不适用于在图样上标注。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7232 金属热处理工艺术语

    GB/T8121热处理工艺材料术语
    JB/T5992.7 机械制造工艺方法分类与代码 热处理

分 类原 则

    金属热处理工艺分类按基础分类和附加分类两个主层次进行划分，每个主层次中还可以进一步

细分。

3.1 基础分类

    根据工艺总称、工艺类型和工艺名称(按获得的组织状态或渗人元素进行分类)，将热处理工艺按

3个层次进行分类，见表1。

                                    表 1 热处理工艺分 类及 代号

工艺总称 代号 一 代号 一 代号

热处理 5

整体热处 理 l

退火 l

正火 2

淬火 3

} 淬火和回火 4

} 调质 �� �一办

} 稳定化处理 1 6

固溶处理;水韧处理 { 7

固溶处理+时效 一 8

表面热处理 2

表面淬火和回火 一 1

物理气相沉积 2

一 化学气相沉积 3

一等离子体增强化学气相沉积}一
一 离子注人 5

一 3

渗碳 1 l

碳氮共渗 2

渗氮 3

} 氮碳共渗 4

渗其他非金属 5

渗金属 6

多元共渗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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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附加分类

    对基础分类中某些工艺的具体条件更细化的分类。包括实现工艺的加热方式及代号(见表2);退

火工艺及代号(见表3);淬火冷却介质和冷却方法及代号(见表4)和化学热处理中渗非金属、渗金属、多

元共渗工艺按渗人元素的分类。

表 2 加热方式及代号

加热

方 式

可控气氛

(气体)
真空

盐浴

(液体 )
感应 火焰 激光 电子束

等离

子体

固体

装箱
流态床 电接触

代号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表3 退火工艺及代号

退火

工艺

去 应力

退火
均匀化
退火

再结晶
退火

石墨化
退 火

脱氢

处 理

球化

退火

等温

退火

完全

退火
不完全
退火

代号 Sc H R G D Sp I F P

表 4 淬火冷却介质和冷却方法及代号

冷却介质

和方法
空气 油 水 盐水

有机聚合

物水溶液
热浴

加压

浑火

双介质

拌火

分级

俘火

等温

淬火

形变

淬火

气冷

淬火
冷处理

代号 A O W B Po H Pr I M At Af G C

4 代号

4. 1 热处理工艺代号

    基础分类代号采用了3位数字系统。附加分类代号与基础分类代号之间用半字线连接，采用两位

数和英文字头做后缀的方法。热处理工艺代号标记规定如下:

x     x一表2中的内容 表3、表4中的英文字头及化学符号

附加分类工艺代号

热处理工艺名称

热处理工艺类型

热处理工艺总称于荃础分类工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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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基础分类工艺代号

    基础分类工艺代号由3位数字组成，3位数字均为JB/T 5992. 7中表示热处理的工艺代号。第一

位数字“5”为机械制造工艺分类与代号中热处理的工艺代号;第2,3位数字分别代表基础分类中的第

二、三层次中的分类代号。

4.3 附加分类工艺代号

4.3.1 当对基础工艺中的某些具体实施条件有明确要求时，使用附加分类工艺代号。

    附加分类工艺代号接在基础分类工艺代号后面。其中加热方式采用两位数字，退火工艺和淬火冷

却介质和冷却方法则采用英文字头。具体的代号见表2~表40

4.3.2 附加分类工艺代号，按表2到表4顺序标注。当工艺在某个层次不需进行分类时，该层次用阿

拉伯数字“0”代替。

4.3.3 当对冷却介质及冷却方法需要用表4中两个以上字母表示时，用加号将两个或几个字母连结起

来，如H+M代表盐浴分级淬火。

4.3.4 化学热处理中，没有表明渗人元素的各种工艺，如多共元渗、渗金属、渗其他非金属，可以在其代

号后用括号表示出渗人元素的化学符号表示。

4.4 多工序热处理工艺代号

    多工序热处理工艺代号用破折号将各工艺代号连接组成，但除第一个工艺外，后面的工艺均省略第

一位数字“5"，如515-33-01表示调质和气体渗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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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常用热处理工艺代号

A. 1 常用热处理工艺代号 (表 A.1)

表A. 1 常用热处理工艺代号

工艺 代号一 工艺     一 工艺 代号

热 处理

  整体热处理

  可控气氛热处理

  真空热处理

  盐浴热处理

  感应热处理

  火焰热处理

  激光热处理

  电子束热处理

  离子轰击热处理

  流态床热处理

退 火

  去应力退火

  均匀化退火

  再结晶退火

  石墨化退火

  脱氢处理

  球化退火

  等温退火

  完全退火

  不完全退火

正火

淬火

  空冷淬火

  油冷悴火

  水冷淬火

  盐水悴火

  有机水溶液淬火

  盐浴淬火

  加压淬火

  双介质淬火

  分级淬火

  等温淬火

一

513-A‘一

  形变淬火

  气冷悴火

  淬火及冷处理

  可控气氛加热淬火

  真空加热淬火

  盐浴加热淬火

  感应加热淬火

  流态床加热淬火

  盐浴加热分级淬火

  盐浴加热盐浴分级碎火

淬火和 回火

调质

稳定化处理

固溶处理，水韧化处理

固溶处理+时效

表面热处理

表面淬火和回火

  感应淬火和回火

  火焰淬火和回火

  激光淬火和回火

  电子束淬火和回火

  电接触淬火和回火

物理气相沉积

化学气相沉积

等离子体增强化学气相沉积

离 子注人

化 学热处理

渗碳

  可控气氛渗碳

  真空渗碳

  盐浴渗碳

  固体渗碳

  流态床渗碳

513-Af

一”+M
离子渗碳

碳氮共渗

渗氮

  气体渗氮

  液体渗氮

  离子渗氮

  流态床渗氮

氮碳共渗

渗其他非金属

  渗硼

  气体渗硼

  液体渗硼

  离子渗硼

  固体渗 硼

  渗硅

  渗硫

渗金属

  渗铝

  渗铬

  渗锌

  渗钒

多元共渗

  硫 氮共渗

  氧氮共渗

  铬硼共渗

  钒 硼共 渗

  铬 硅共 渗

  铬 铝共 渗

  硫 氮碳共 渗

  氧氮碳共渗

  铬 铝硅共渗

531-08

532

533

533-01

533-03

533-08

533-10

534

535

535(B)

535-01(B)

535-03(B)

535-08(B)

535-09(B)

535 (Si)

535(S)

536

536 (AI)

536(Cr)

536(Z.)

536 (V)

537

537 (SN)

537((}N)

537 (CYB)

537(V-B)

537 (C,Si)

537(C,Al)

537(SN-C

537(0 -N-C)

537 (C,Al-S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