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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经中等职业教育教材委员会审定，依据“教育部关于制定《2004-2007年职业教育教材开发
编写计划》的通知”等文件的精神，在第1版的基础上修订而成。
　　此次修订保留了原教材的编写特点，即本书是由“金属材料及热处理”和“熔焊原理”两大部分
技术基础理论组成。
包括六个章节的内容。
在修订本书时主要进行的工作有：　　1）注意使“金属材料”部分与“熔焊原理”部分的知识衔接
和呼应，保证前后内容及专业体系的完整性。
　　2）根据中等职业教育的特点和要求，教材的理论部分论述更简明，突出应用的特点，删去了较
深的理论。
　　3）在金属学基础的内容中完善了“金属的性能”一节，使学生对金属材料的性能有一个全面的
了解。
　　4）常用金属材料部分增加了“焊接中常见的工程构件用钢”内容。
　　5）精减了“焊接冶金基础”的内容，注意介绍成熟的基础理论，减少了不必要的探讨和推导，
使论述更清楚、明了。
　　6）注意加强焊接材料内容的更新，并增加了“焊接气体”一节内容。
　　7）每章后面都增加了小结，并对习题内容重新编写，加强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增加学生对学习
的兴趣。
　　本书由赵枫、英若采主编，赵辉修订、编写第三章、第六章，刘宇修订、编写第四章，刘东虹修
订、编写第五章，胥俊修订、编写第二章，其余由赵枫修订、编写。
全书最后由赵枫整理定稿。
　　本书是在第1版的基础上修订，对于原作者的前期大量工作，编者向他们表示深切的谢意。
　　限于编者的水平，书中难免存在疏漏和不妥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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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中等职业教育焊接专业国家规划教材，根据教育部面向21世纪中等职业学校焊接专业的主干课
程“金属熔焊基础”教学大纲要求，在第1版的基础上修订编写而成。
　　全书内容共分六章，前三章为金属材料基础知识，主要介绍了金属材料的性能，金属的结构、组
织，钢的热处理基础，常用金属材料等，增强了焊接常用的工程结构用钢内容。
后三章主要对熔焊热过程的特点，焊缝冶金与结晶过程及组织性能变化规律作了较系统的论述，同时
较详细地介绍了焊接材料的种类及选用，并分析了焊接缺陷的形成原因与防止措施，内容针对性强，
重点突出。
　　全书修订后，内容安排注重介绍焊接成熟性理论知识，并注意与实践相结合，因此突出了学习重
点。
每章后均有小结和习题，以便掌握所学知识。
为便于教学，本书另配备了电子教案和习题答案，选择本书作为教材的教师可来电索取
（010-88379201），或登录www.cmpedu.com注册免费下载。
　　本书主要作为中等职业学校焊接专业的专业课教材，也可作为焊接技工及初、中级技术人员的参
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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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5.导电性金属传导电流的能力称导电性，常用电导率表示，符号为r，单位s／m，是电阻率的倒数
。
电导率越大，金属的导电能力越强。
　　金属导电能力大小的顺序与热导率基本相同，一般纯金属的导电性比合金的导电性好。
导电性是随合金化学成分的复杂化而降低的，以银、铜、铝为最佳。
工业上常用电导率高的材料制造电器零件，如电线、电缆、电器元件等；用电导率低的金属，如康铜
（铜合金）、铁铬铝、铬镍合金等制造电阻器或电热元件。
　　三、金属的化学性能　　金属的化学性能是指金属在室温或高温时抵抗各种化学作用的能力，即
抵抗活泼介质的化学侵蚀能力，如耐蚀性（耐酸性、耐碱性）、耐高温、抗氧化性等。
　　对于在具有腐蚀性的介质中或在高温时工作的构件，不仅要求满足金属材料的力学性能要求，更
应注意金属材料的化学性能要求。
常见金属材料的化学性能要求有：　　1.耐蚀性　　金属材料在常温时抵抗各种介质（如大气、水、
酸、碱、盐等）腐蚀破坏的能力，称为耐蚀性。
　　金属材料耐蚀性的好坏主要取决于零件的工作环境及介质，例如：在大气环境中，纯铝的耐蚀性
比钢铁的耐蚀性好；在具有腐蚀性介质的条件中，化工设备、医疗器械等常采用化学稳定性良好的合
金不锈钢制作。
　　2.抗氧化性　　金属材料在高温时抵抗氧化的能力，称为抗氧化性。
由于金属材料的氧化是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加速的，因此在高温条件中工作的零部件，都必须具有良好
的高温抗氧化性。
例如锅炉炉内元件、发电厂管道、加热炉炉底板等。
　　3.热稳定性　　金属材料在高温时的化学稳定性，称为热稳定性。
化学稳定性是指金属材料在高温时同时具有耐腐蚀及抗氧化的能力。
在高温条件中运行的设备（如汽轮机、喷气发动机、加热炉等）需要选择热稳定性能优良的材料来制
作。
　　综上所述，我们在选择金属材料时一般考虑其力学性能要求，当有其他性能要求或用于腐蚀性介
质时，还需考虑金属材料的物理性能和化学性能，以保证零部件的安全可靠性及使用寿命，再者，还
应考虑工艺性能，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的经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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