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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铸造成形手册》铸造专业技术工具书。
本书从铸造成形工程的科学基础、成形工艺与设备、生产质量管理与检测、铸造新技术应用等方面，
作全方位论述。
对当前应用比较成熟的砂型铸造，突出实用性，以满足生产实际的需要；另外，还详细介绍了当前先
进的特种铸造技术、铸造成形CAD/CAM技术等。
本书全面系统地反映了我国铸造技术的发展及取得的成就和经验，并介绍了国内外的先进铸造技术。
     本书主要供从事制造业和材料工程的科技人员在工作中查阅使用，也可以供研究人员、管理人员和
高等院校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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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篇　概论　　1　铸造行业及铸造技术的作用与地位　 铸造行业是制造业的主要组成部分，对国民
经济的发展有重要作用。
　 众所周知，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物质基础，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是国家竞争力的重要体现。
建国以来，经过50多年的艰苦努力，我国制造业已有较好的基础，并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我国制造业的工业增加值占GDP35.75％。
据预测，2020年我国制造业工业增加值将占GDP的37.66％，比2002年略有增长。
中国已是制造业大国，仅次于美国、日本、德国，位居世界第四。
中国虽是制造业大国，但远不是制造业强国，与工业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
为了实现GDP翻两番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必须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制造业强国。
我国的制造业科技及铸造技术水平也将争取进入世界先进水平行列。
　 铸造是汽车、电力、钢铁、石化、造船、装备制造等支柱产业的基础制造技术，新一代铸造技术也
是先进制造技的重要内容，应该指出，以液态铸造成形、固态塑性成形及连接成形等为代表的成形制
造技术，不仅赋予零件以形状，而且决定了零件的最终组织、结构与性能。
　 据2002年统计，我国铸件年产量已超过美国（1 181万吨），达到1 626万吨，占世界产量的23.2％，
是世界铸件生产第一大国（见图1.0-1）。
我国有着悠久而又灿烂的铸造历史。
3000多年前我们祖先铸造的铜器至今仍然令全世界惊叹不已。
但是，我国的铸造行业与国外工业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
例如，重大工程的关键铸件如长江三峡水轮机的第一个铸造拼焊结构的叶轮重426 t，仍从加拿大进口
，价值为960万美元；航空工业发动机及其他重要的动力机械的关键铸件如燃汽轮机高温合金单晶体叶
片的核心铸造技术尚有待突破。
又例如，比较中美两国的铸件产量结构（见图1.0-2及图1.0-3），也可看出我国铸件仍然是以普通灰铸
铁为主，而铝镁合金铸件及球墨铸铁的比例仅占6％及18.4％，分别低于美国的16.6％及31.4％。
因此，在振兴我国制造业的同时，要十分重视和加强铸造技术的发展。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铸造成形手册（上）>>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