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冶金过程与质量控制》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基本信息（Course Information） 

课程代码 
（Course Code） 

MT474 
*学时 

（Credit Hours） 
32 

*学分 

（Credits） 
2 

*课程名称 

（Course Name） 

冶金过程与质量控制 

Metallurgical Process and Quality Control 

课程性质 

(Course Type) 

 

限选 

授课语言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中文 

*开课院系 

（School）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先修课程 

（Prerequisite） 
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基础课 

授课教师 

（Teacher） 
叶兵 

课程网址 
(Course Webpage) 

 

*课程简介（Description） 

金属材料作为传统结构材料和新型功能材料是现代社会的基石，而且会持续很

长的时间。制备工艺是经济化大规模生产、控制材料内在质量、组织与性能的

核心。熔炼和熔体处理获得纯净高质量的熔体是实现制备工艺的先决条件。本

课程包括合金熔炼原理、各种熔炼技术、熔体处理过程和熔体质量控制。本课

程首先从冶金物理化学出发，分别介绍钢铁、有色合金熔炼和熔体处理过程的

原理，然后介绍各种钢铁、有色合金包括铝、镁合金常用的熔炼方法、熔体处

理技术，熔体质量的检测与控制，培养学生将原理与应用相结合的能力，锻炼

学生的数理分析、逻辑分析、文献整理、口头表达与演讲等各方面的综合能

力。本课程的教学，有助于同学们正确选择后续的专业模块和专业选修课程。 

 

 

Metallic materials in the forms of traditional structural materials and advanced 

functional materials are the cornerstone of modern society, and will last for a long time 

in the near future. The fabrication and preparation process form the core of 

massive production in an economic manner, and material intrinsic quality, 

microstructure and performance control. Melting and its refinement to achieve high 

quality pure melt is the primary requirement to realize further fabrication and 

preparation process. This course focuses on the principles of alloy melting, various 

melting techniques, melt refinement process, and melt quality control. Starting with 



课程教学大纲（course syllabus） 

*课程目标 
(Learning Outcomes) 

1. 掌握材料热力学、材料化学、固体物理等重要的专业基础知识。（支持毕业要

求 1.1） 

2. 重点介绍钢铁、有色合金熔炼的原理，考虑能源和环境因素，形成发现、分

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支持毕业要求 2.3，2.4） 

3. 启发观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英语文献调研理解合金熔炼原理在电

池等方面等应用。（支持毕业要求 4.1 和 4.2） 

4. 通过开放型的大作业形成批判性思考和创新意识（支持毕业要求 6.1） 

5. 通过课堂分组讨论和大作业等形式发展个人和团队的配合（支持毕业要求

9.2） 

 

*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对

应关系 

（relationship between 
learning outcomes and 

graduation 

requirements） 

毕业要求 指标点 课程目标 达成途径 

1、工程知识与

国际前沿 

1.1 掌握专业基础理论知识、专业知

识、实验技能 
1 

课程讲授、作

业、讨论 

2、问题分析 

2.3 能运用基本原理，借助文献研究，

分析过程的影响因素，获得有效结论 
2 

课程讲授、作

业、讨论 

2.4 能将相关知识和数学模型方法用于

专业工程问题解决方案的比较与综

合。 

2 
课程讲授、作

业、讨论 

3、研究 

4.1 能够基于科学原理，通过文献研究

或相关方法，调研和分析复杂工程问

题的解决方案；  
 

3 
课程讲授、作

业、讨论 

4.2 能够根据对象特征，选择研究路

线，设计实验方案； 
3 

课程讲授、作

业、讨论 

6、创新意识 
6.1 能够选择合理的研究方法设计新实

验，发现或者研发新材料； 
4 

课程讲授、作

业 

9、个人和团队 
9.2 能够在团队中独立或合作开展工

作； 
5 

课程讨论、作

业、 

*教学内容、进度安排及 

要求 

(Class Schedule 

&Requirements) 

教学内容 学时 教学方式 作业及要求 基本要求 考查方式 

合 金 熔 炼 概 论

和质量要求 
2 课堂讲授 作业 2 学时  作业 

冶 金 的 热 力 学

基础 
4 课堂讲授 小组大作业  总结报告 

冶 金 反 应 动 力

学 
2 课堂讲授 小组大作业  总结报告 

合 金 元 素 氧 化

还原反应 
2 课堂讲授 小组大作业  总结报告 

合 金 熔 体 内 夹

杂的除去 
2 课堂讲授 小组大作业  总结报告 

除气精炼 2 课堂讲授 小组大作业  总结报告 



合 金 熔 体 的 净

化 
2 课堂讲授 小组大作业  总结报告 

合 金 熔 体 的 细

化处理 
2 课堂讲授 小组大作业  总结报告 

合 金 熔 体 的 变

质处理 
2 课堂讲授    

熔 体 质 量 与 温

度控制 
2 课堂讲授    

成分控制 2 课堂讲授    

感应炉熔炼 2 课堂讲授    

钢的熔炼 2 课堂讲授 部分自学  总结报告 

铸铁的熔炼 2 课堂讲授 部分自学  总结报告 

铝 、 镁 、 锌 合

金熔炼 
2 课堂讲授 部分自学  总结报告 

 

*考核方式 

(Grading) 

（成绩构成）本课程采用平时成绩（占 10%）、每一部分专题完成一份总结报告

（占 40%）和每人完成一份开放式的期终分析研究报告（占 50%）的考核模式，

加强过程考核，让学生通过听课、课后查找资料和自学、撰写报告和创新讨论等

方式, 切实将材料科学的原理与工程应用相结合的能力，培养创新能力，对今后

的专业发展起到指导作用。 

*教材或参考资料 

(Textbooks & Other 

Materials) 

[1]    郭景杰等编著.  合金熔体及其处理.  化学工业出版社，2010 

[2]    柯东杰，王祝堂.  当代铝熔体处理技术.  冶金工业出版社.2010 

[3] 陆文华, 李隆盛,  黄良余.铸造合金及其熔炼.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5 

[4]    崔更正编著.  现代铸钢件冶金质量控制技术.  冶金工业出版社,2007 

其它 

（More） 

 

备注 

（Notes） 

 

 

 

备注说明： 

1.对于新开课程，需要填着纸质大纲，并经院系教学委员会或专业委员会通过。 

2．带*内容为必填项。 

3．课程简介字数为 300-500 字；课程大纲以表述清楚教学安排为宜，字数不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