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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有色金属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材料，航空、航天、汽车、机械制造、电力、通讯、建筑、家电等绝
大部分行业都以有色金属材料为生产基础。
随着现代化工、农业和科学技术发展的突飞猛进，有色金属在人类发展中的地位愈来愈重要。
它不仅是世界上重要的战略物资，而且也是人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
中国在21世纪前20年，仍将处于工业化过程，而作为工业基础的有色金属工业的发展对中国经济能否
继续保持相对较高的增长率显得尤为重要，中国对有色金属的需求仍将保持稳定增长趋势。
有色金属及其合金主要是以铸锭冶金产品（包括管、棒、线、型材、板带材、箔材等）形式应用于实
际生产生活的。
这些产品的加工成材率和使用性能与铸锭质量密切相关，而铸锭质量又与熔炼工艺、熔体净化及铸锭
生产工艺等密切相关。
因此，本书除了系统地论述有色金属熔铸的基本知识、熔炼与凝固理论基础以及熔铸的成熟技术外，
还介绍了作者课题组前期参与的国家“973”研究项目中关于铝、镁合金铸锭组织控制的科研成果。
全书分为两篇，上篇为有色金属及合金熔铸的基础知识，主要内容包括有色金属的分类，熔铸的任务
、要求及工艺规程，有色金属及合金熔炼与凝固基础以及凝固过程组织的控制等；下篇为有色金属及
合金熔铸技术和设备，主要介绍了一些常规或新开发的熔炼和铸造技术及设备，常见有色金属的熔铸
工艺和特点等。
本书是作者在历年使用的讲义基础上，综合近年的科研成果，国内一些企业的生产成就和新技术、新
工艺、新设备，以及中外文资料等内容精心编著而成。
为了适合教材使用，在各章都设有“本章要点”，对学习重点内容进行了提示，方便学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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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有色金属及合金的熔炼与铸锭》主要介绍了有色金属及合金熔铸的理论基础和具体熔铸生产技术与
设备等。
全书共分两篇，上篇为有色金属及合金熔铸的基础知识，主要内容包括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的分类，
熔铸的任务、要求及工艺规程，有色金属及合金熔炼与凝固基础，其中论述了金属熔炼特性，熔体净
化技术和成分控制，凝固过程的动量、热量及质量传输，凝固过程组织的控制等；下篇为有色金属及
合金熔铸技术与设备，主要介绍了一些常规或新开发的熔炼和铸造技术及设备，常见有色金属如铝、
镁、铜及合金的熔铸工艺和特点等。

《有色金属及合金的熔炼与铸锭》可作为金属材料工程、材料成形与控制工程专业本科生，材料加工
专业研究生教材，也可供从事有色金属材料科研、生产的技术人员及管理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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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本章要点：本章主要介绍了有色金属及合金的材料学基础知识，包括有
色金属的种类特性及其现状和发展前景。
学习本章应重点掌握下列内容：（1）铝、镁、铜等常见有色金的分类及合金牌号；（2）不同合金的
主要物理化学性能和应用范围。
1.1 概述有色金属通常指除去铁、锰、铬和铁基合金以外的所有金属，一般可以分为四大类：（1）重
金属。
一般密度在4.5 g／cm。
以上，如铜、铅、锌等；（2）轻金属。
密度小，约为0.5 3～4.5 g／cm。
，化学性质活泼，如铝、镁等；（3）贵金属。
地壳中含量少，密度大且化学性质稳定，如金、银、铂等；（4）稀有金属。
如钨、钼、锗、锂、镧、铀等。
由于稀有金属在现代工业中具有重要意义，有时也将其从有色金属中分出来单独成为类，而与黑色金
属、有色金属并列，成为金属的三大类别。
在历史上，生产工具所用的材料不断改进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十分密切。
因此历史学曾用器物的材质来标志历史时期，如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等。
到17世纪末被类明确认识和应用的有色金属共8种。
进入18世纪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促进了许多新色金属元素的发现，除在17世纪前已被认识应用的8
种外，在18世纪共发现13种，19世发现39种，进入20世纪后，又发现4种。
到目前为止，发现并被应用的有色金属共64种。
1.2 铝及铝合金铝是一种轻金属，其化合物在自然界中分布极广，地壳中铝的含量约为8％（质量分数
仅次于氧和硅而位居第三位。
铝被世人称为第二金属，产量及消费仅次于钢铁。
铝具有特殊化学、物理特性，是当今最常用的工业金属之一。
铝不仅重量轻，质地硬，而且具有良好的延展性、导电性、导热性、耐热性和耐核辐射性，是国民经
济发展的重要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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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有色金属及合金的熔炼与铸锭》是由冶金工业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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