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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按照2008年有关力学性能和钢铁材料的国家新标准以及冶金行业高等职业教育、冶金工程教学
计划中的《金属学》教学大纲编写的，结合了钢铁生产企业的钢种及其检验手段。
内容包括金属的性能、金属学基础知识、钢的热处理及钢铁材料等四部分共9章。
书中阐述了金属的性能及有关测试方法；着重讨论了金属及其合金结晶的一般规律和相图；简要说明
了金属塑性变形理论；分析了钢的热处理及合金元素在钢中的作用；比较详细地介绍了钢与铸铁的分
类、牌号、性能与用途。
附录中收录了钢及钢产品力学性能试验取样位置及试样制备、国内外常用钢钢号对照表、产品名称、
用途、特性和工艺方法表示符号、钢板的命名方法等资料。
《金属学》对高等职业教育冶金、轧钢、铸造、焊接等专业来说，是一门专业基础课。
本书适合作为高职院校冶金工程、轧钢、铸造、焊接等专业的教学用书，还适用于与钢铁有关的各技
术工种的岗位培训，对科技人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书由唐山科技职业技术学院艾星辉主编。
绪论、第3章、第4章、第5章、第8章、第9章由艾星辉编写；第1章由唐山钢铁公司技术中心宋海武高
级工程师编写；第2章由唐山科技职业技术学院王燕编写；第6章由唐山科技职业技术学院王伟编写；
第7章由唐山科技职业技术学院甄维静编写；全书由唐山钢铁公司技术中心宋海武和河北理工大学冯
运丽教授审稿。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考和引用了专家学者的论著、国家标准、图书及网站资料，在此对其作者表示
衷心的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疏漏与不足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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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内容包括金属的性能、金属学基础知识、钢的热处理及钢铁材料等部分。
书中阐述了金属的力学性能、物理性能、化学性能、工艺性能及有关测试方法；着重讨论了金属及其
合金结晶的一般规律和相图；简要说明了金属塑性变形理论；分析了钢的热处理及合金元素在钢中的
作用；比较详细地介绍了钢与铸铁的分类、牌号、性能与用途。
本书适合作为高校冶金工程、轧钢、铸造、焊接等专业的教学用书，也适用于与钢铁专业有关的各技
术工种的岗位培训，对科技人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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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在所有应用材料中，凡由金属元素或以金属元素为主形成的，并具有一般金属特性的材料通称
为金属材料，它是材料的一大类，是人类社会发展极为重要的物质基础之一。
金属学是关于金属材料方面的一门学科，它与金属材料的制造和发展密切相关，两者是相互促进相辅
相成的，都是千百年来，广大劳动人民和科学工作者密切合作，经过生产实践和科学实验，反复总结
提高而逐步发展和完善起来的，都是人类生产活动的产物，是劳动的结晶。
人类和自然斗争的历史大致可分为两大时代：石器时代和金属时代，而金属时代又分为铜器时代和铁
器时代。
它标志着人类生产大发展的三个飞跃阶段，也是记载人类文化进展的三个里程碑。
人类由石器时代进入金属时代是以青铜的制造和应用作为重要标志的；由铜器时代进入铁器时代是以
铸铁（或生铁）的熔炼和应用而开始的；而由铸铁到炼钢，则又是一个较大的飞跃。
青铜曾对古代文明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而钢铁又在近代文明中占据着特殊重要的位置。
历史事实表明，自从钢铁的冶炼和应用兴起以后，人类社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便日益紧密地和钢
铁联系在一起，并以前所未有的增长速度迅猛向前发展。
进入20世纪以后，这种关系表现得更为突出。
钢铁的发展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钢铁和有色金属材料的发展。
50年代以后，尽管有人认为已开始进入原子或电子时代，各种尖端技术相继涌现，各个生产领域不断
革新，但是金属材料的发展不是慢了，而是更迅速地又进入了一个大发展的新阶段，各种新型金属材
料也随之大量出现。
到目前为止，我国已成为世界上年产钢最多的国家，并且质量和品种的发展也相当快。
由此可见，一个国家或一个历史时期，金属材料产量的多少，发展速度的快慢以及质量的高低已经成
为衡量其生产水平和科学技术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
我国金属材料的发展，据考证早在商朝（公元前1652～前1066年）初期即已出现高度的青铜文化，可
见铜器时代至少应在夏朝就已开始了，如重达875kg的司母戊大鼎，不仅体积庞大，而且花纹精巧，造
型美观，说明当时人类已具有很高的铸造技术。
我国还是生产铸铁最早的国家，公元前5世纪～公元前4世纪春秋时期，已出现了铸铁的铸造。
特别是战国后期，铸铁件的生产得到了迅速发展。
与国外相比，我国铸铁生产比欧洲约早1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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