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现代铸铁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现代铸铁学>>

13位ISBN编号：9787502448349

10位ISBN编号：7502448349

出版时间：2009-3

出版时间：郝石坚 冶金工业出版社  (2009-03出版)

作者：郝石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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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现代铸铁学>>

前言

《现代铸铁学》第l版于2004年出版以来，一些读者以信函、电话、电子邮件、来访方式或通过互联网
与作者联系。
他们对该书的内容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见和建议，还提出了一些铸铁件在线生产技术问题与作者探讨
、交流，作者深受鼓舞。
在该书第2版即将与读者见面之际，作者谨向海内外热心读者表示衷心感谢。
为了进一步充实内容，作者对第1版进行了一些调整和补充，力求更全面、准确、系统、深入地介绍
铸铁合金，并使内容更加贴近生产实践。
作者特别注意到工作在不同岗位上读者的实际需要，根据读者建议，对于书中涉及相关学科的理论阐
述，基本上都加以必要说明。
例如，较深层次地讨论铸铁组织形成原理时，不可避免地涉及热力学、凝固理论以及相关的微观过程
，要求读者具有相关知识。
修订时对这些内容尽量修改得简明清晰，并添加了一些注解解释了有关理论背景。
作者在第2版对章节安排作了调整。
原来分散于各章中涉及灰铸铁的内容集中于新增的“灰铸铁”一章，阐述灰铸铁组织、成分和各种性
能。
原书第1l章“合金白口铸铁”章名改为“白口铸铁”，扩大了对白口铸铁的讨论范围。
第ll章重点内容仍为介绍铬白口铸铁，包括高铬铸铁、镍铬白口铸铁（镍硬铸铁）。
除了介绍铬白口铸铁化学成分、组织与性能特点外，还介绍了熔炼、铸造、热处理工艺。
第9章“球墨铸铁”中主要对于应用日渐广泛的奥贝球墨铸铁及其生产技术作了进一步讨论和补充。
有关耐蚀铸铁与耐热铸铁的内容也作了较多补充。
第2版中重点介绍耐蚀铸铁件与耐热铸铁件中主加合金元素的作用、铸件化学成分、在不同环境介质
中耐蚀（耐热）性能以及制造该类铸件的各种特殊工艺要点，强化了内容的实用性。
在此基础上，第l版第13章“耐热铸铁与耐蚀铸铁”扩展为第2版的第13章“耐蚀铸铁”与第14章“耐
热铸铁”两章。
经过调整和补充，全书由14章增加为15章。
《现代铸铁学》第2版的出版，得到一些企业的热情支持。
西安胜昔电力科技公司（生产高等级抗磨铸件及超音速喷涂工程）总经理郝伟、本溪钢铁公司特种铸
造厂（生产矿用高强度铸件）田嘉兴厂长和黄辉厂长分别为本书提供宝贵技术资料或给予物质支持。
美术教育工作者张卉女士应邀在百忙中利用业余时间为本书封面设计提供美术创意并加工金相图片。
作者对此均深表感谢。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现代铸铁学>>

内容概要

《现代铸铁学(第2版)》系统阐述了铸铁组织的构成、液态结构、凝固过程、固态相变、孕育处理、熔
炼、合金元素以及各种铸铁的组织、成分、性能特点、生产技术和铸件应用，包括灰铸铁、球墨铸铁
、蠕墨铸铁、白口铸铁、可锻铸铁、耐蚀铸铁、耐热铸铁、冷硬铸铁等。
《现代铸铁学(第2版)》在第1版的基础上，对内容作了较大补充和调整。
书中涉及的一些理论阐述，作者以不同方式作了解释，便于读者阅读和应用。
特别对使用越来越广泛的高强度铸铁、高铬铸铁、奥贝球铁、高合金耐蚀铸铁、耐热铸铁的理论和实
践问题，分别作了全面和比较深入的介绍，使《现代铸铁学(第2版)》的内容更加充实，更加贴近生产
。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现代铸铁学>>

作者简介

郝石坚，教授，研究生导师，早年毕业于天津大学机械工程系。
长期致力于金属材料工程领域的生产、科研和教学工作。
曾经在煤矿机械制造企业从事铸造工作，开发过多种铸造合金及其成形工艺。
后转入交通部西安公路交通大学（现长安大学），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并继续进行铸造合金，特别是
特种铸铁的研究、开发以及教学工作。
 近些年已完成多项科研项目。
其著作有《现代球墨铸铁》（1987）、《高铬耐磨铸铁》（1993）、《现代铸铁学》（2004）等专著
；并主编了高校专业教材《金属热加工原理》（1988）；在各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3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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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液态铸铁结构一些研究工作者长期致力于探索包括铸铁在内的液态金属结构。
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们利用x射线宽角衍射和中子宽角衍射方法研究铁碳合金熔液中原子分布状态，
并结合超激冷液淬技术、离心分离技术等，获得了一些有关液态金属结构包括铸铁液态结构的有用信
息。
近代研究证实：液态铸铁的结构和性质对其冶金特性、凝固过程、铸铁显微组织和工艺性质产生显著
影响。
深入了解液态铸铁结构可为改变铸铁组成相的形核条件以及控制铸铁组织提供依据。
2.1液态金属结构液态是固态与气态之间的物质存在状态。
固态金属或合金具有各自的晶体结构，原子规则地排列在晶格结点并在结点上做小幅热振动。
当金属或合金受热升温时，输入的热量使其内能增加，原子热振动的振幅增大。
当温度达到熔点，晶粒内处于结点上的原子逐渐被激活并在晶体内部发生跳跃。
转移出去的原子留下空位。
而晶界上的原子比晶粒内的原子受到更大的影响，将会在晶粒表面间互相大量转移，使原有晶粒的晶
格结构崩溃而成为失去规律性排列的原子集团。
当晶粒消失到一定程度时，金属或合金失去固定的形状，转为液体状态。
这个使金属由固态转变为液态所需的由外部输入的能量通常称为熔化潜热。
金属或合金的物相变化引起一些物理性质的变化。
由这些物理眭质变化结合相关的科学试验，可以推测或判定两种物相结构之间存在的一些差异。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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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代铸铁学(第2版)》适合钢铁冶金、铸造及材料工程技术人员、科研人员阅读，也可作为高等学校
相关专业的教材以及铸造工程师继续教育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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