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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通过实际调查发现，压力容器在我国化工、科研、军

事工程等领域都可以发挥出良好的效果，这种设备能够发生

相关的化学反应或物理反应，并且具备导热性、分离储存等

各项性能。压力容器在实际的使用过程中对工作人员也有着

较高的要求，在设计过程中需要对多个方面进行综合考虑，

这样不仅可以有效避免压力容器出现故障，而且还可以确保

压力容器可以在安全的环境下运行。

1 压力容器设计中热处理技术应用概述

在通常情况下，我国机械加工过程中最常用的一种基

础性应用技术就是热处理技术，这种技术可以在部件加工和

合成过程中发挥出良好的作用。在对压力容器进行设计的时

候会涉及到一些金属材料，为了能够对这些金属材料进行有

效的加工和合成，相关工作人员要对热处理技术进行充分应

用，在此基础上来发挥出该技术应有的效果。在热处理技术

应用过程中会遇到材料加热、保温等方面工艺，这就要求相

关工作人员在实际应用热处理技术之前要对政府和企业的

相关标准进行充分的分析，严格按照相关的要求和规定来对

设计方案进行科学的设计，这样才可以进一步提高压力容器

整体的质量。

2 热处理技术应用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事项

2.1 做好工序的设计工作

压力容器种类的不同会导致相关性能参数会有着较大

的差异，所以在对压力容器进行设计的时候要对材料、工艺

等方面进行充分的考虑和分析，在此基础上来对处理顺序进

行严格控制，这样才可以让压力容器设计的质量得到进一步

提高，各个方面的性能参数与实际要求相符合。在压力容器

设计过程中应用热处理技术的时候要对生产的复杂性进行

考虑，结合多种加工工序来来进行充分了解，进而根据实际

情况来选择相应的热处理技术的应用工序，如果在这个过程

中出现问题要在第一时间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处理，这样才可

以提高设计方案整体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2.2 热处理技术的应用范围控制

为了能够在压力容器设计过程中提高热处理技术应用

效果，工作人员不仅要对处理工序进行严格控制，而且还

要对该技术的应用范围进行相应的控制，这样才可以达到

预期的应用效果。在压力容器的设计阶段，工作人员要对热

处理技术的应用空间进行科学的计算，根据不同金属材料

之间的差异性来对选择相应的处理方法。除此之外，工作人

员还要对压力容器各方面性能要求进行考虑，如果其中存

在不锈钢材料，那么不能应用热处理技术来对其进行处理，

不锈钢材料在通常情况下有着较为独特的材料结构，在热处

理的时候就会导致其自身的性能和结构发生一定程度的改

变，最终生成出来的产品与实际要求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

压力容器的运行效率也会因此受到影响。

3 在压力容器设计中热处理技术的有效应用措施

3.1 在成形件处理中的应用

成形件在压力容器当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工作

人员在对压力容器进行设计的时候要对成形件予以足够重

视，这样才可以为后期的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础。工作人员

可以对外部压力和热力的作用下来对成形件进行有效的处

理，这样可以对压力容器的形变过程进行严格控制。所以，

工作人员在对压力容器的成形件进行处理的时候要对热处

理技术进行充分应用，严格按照要求和规定来对成形件各方

面的结构进行处理，进而热处理技术的效果也会得到相应的

提高，在这个过程中具有较高的可控性，对设计工作来说

起到促进作用。对不同压力容器的具体要求进行充分分析，

在设计过程中对这些要求进行充分考虑，这样才可以确保压

力容器性能与实际要求相符合。

3.2 在容器和受压元件处理中的应用

容器和受压元件在压力容器设计的时候也是非常重要

的，这些环节处理效果会与压力容器整体的质量之间有着紧

密的联系。在通常情况下，工作人员在对容器和受压元件进

行处理的时候最主要的手段就是焊接处理，尽管在焊接处

理中进行质量控制的难度比较低，不过要对焊接之后的处

理予以足够重视，特别是一些需要特殊处理的元件。另外，

热处理技术在容器和受压元件的处理过程中可以发挥出良

好的作用，工作人员要对这个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充分的

分析和了解，这样才可以结合实际情况来对热处理技术应用

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化学反应进行有效控制，进而降低热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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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中存在的化学反应对压力容器实际生产效果带来影响。

工作人员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和专业能力，在设计过

程中对先进的设计理念和设计方式进行充分应用，进而提高

设计工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3.3 在材料处理中的应用

在压力容器众多设计内容当中最为关键的工作就是材

料的处理，在不同领域当中应用压力容器的性能参数之间存

在一定的差异，这就要求工作人员要对材料的性能和选择予

以足够重视。在压力容器实际运行过程中要对核心工作和首

要工作任务进行充分了解，这些工作当中都会有热处理技术

的参与。与此同时，对于一些形状容易发生改变的金属材料

来说，热处理技术都重要性就充分体现出来，在通常情况下

影响容器效果的重要内容就是热处理技术应用过程中的温

度和时间，温度变化就会导致物理变化的发生。为此，工作

人员要对时间和温度进行严格的控制，根据实际情况来对这

两方面因素进行适当的调整，进而降低不良化学反应出现的

概率，从而压力容器设计的整体效果也会得到相应的提高。

3.4 在石油压力容器中的应用

石油行业我国的重要能源产业，其生产是否安全将会

对整体民生产生较大影响，所以在进行石油压力容器的生产

过程中往往要求更为严格，其包括但不局限压力容器的全部

构件均需具有良好的抗腐蚀、韧性高、硬度强、抗磨损性能

良好等特点。所以在可以将化学热处理技术运用到石油压力

容器中以实现上述目标。化学热处理技术属于一类热处理

技术，其不但具有冷却、加热以及保温等工艺，而且还具备

渗硫、渗氮、渗硼以及渗氮等工艺，所以能够让部分韧性较

高的工件基体有效融合起耐磨损、抗腐蚀、高硬度的渗层，

最终有效提升压力容器的耐用性。

4 结语

由此可见，压力容器对于我国工业生产各个领域的发

展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压力容器的安全性不容忽视，这就

要求相关工作人员要对压力容器的设计工作予以足够重视，

充分应用先进的设计理念和设计方式，切合实际来对热处理

技术进行充分应用，严格控制热处理技术应用过程的时间和

温度，这样才可以达到良好的设计效果，切实提高压力容器

整体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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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测距模式效果较好，误差仅稳定在 1cm 以内。由表 2
可以看出：标识物形状识别结果较好，但高 H 误差较大，

最大误差已达到 1.6cm。

由实验数据可知：TOF 激光雷达传递的距离信息较准

确，但本装置角度是通过舵机推算出来的，存在较大误差，

因此对于几何尺寸测量结果较距离测量结果误差较大。

表 2  形状识别结果、理论几何尺寸及高度误差

标识物

形状

实际边长

S/ 高 H（cm）

形状识别

结果

理论边长

S/ 高 H（cm）

高 H
误差（cm）

正方形 40.0/40.0 正方形 40.5/40.5 -0.5
正方形 35.0/35.0 正方形 33.7/33.7 1.3
正方形 30.0/30.0 正方形 29.3/29.3 0.7

正三角形 40.0/34.6 正三角形 38.9/33.6 -1.0
正三角形 35.0/30.3 正三角形 35.3/30.5 0.2
正三角形 30.0/25.9 正三角形 29.4/25.4 -0.5

圆形 125.6/40.0 圆形 124.7/39.7 -0.3
圆形 109.9/35.0 圆形 104.9/33.4 -1.6
圆形 94.2/30.0 圆形 92.9/29.6 -0.4

4 结语

基于 STM32 的非接触式测量系统设计，设计简单，便

于携带，通过核心算法，可简单识别基本图形形状（如圆形、

正三角形和正方形）；通过 TOF 激光雷达进行距离测量，

精度较高，最大误差为 1cm。

基于 STM32 的非接触式测量系统设计，由于装置转动

角度记录未采用角度传感器，直接通过舵机推算而来，记录

的转动角度与实际转动角度存在部分偏差，导致几何尺寸的

测量与实际尺寸相差较大，最大误差为 1.6cm，可通过增加

旋转编码器来提高系统精度。

系统配备完备的人机交互系统，操作人员可根据测试

条件需求，选用相应的测试模式，选择完毕后，系统将自行

启动，操作简单，数据直观，形状判别准确，可推广至其他

的规则物体的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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