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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容简介
本书建立在最新发展
起来的借助热力学、连续
介质力学和显微组织动力
学以及数值分析方法进行
焊接性分析（包括与焊接
性有关的设计、材料及焊
接工艺的优化）的系统研
究基础上。
它从焊接温度
场出发，研究残余应力和
变形，提出了减少焊接残
余应力和变形的有效措施，
并概述了焊接对结构强度
影响的问题。

本书是在作者为不伦
瑞克工业大学授课讲义的
基础上编写完成的。
理论
系统、概念清晰；又密切
结合焊接技术与生产发展
的实际，反映了国外在这
一领域的最新科研成果。

资料丰富实用。
因此，可
作为焊接及相关专业的研
究生、本科生的教科书或
参考书，也可供有关的工
程技术人员、科研人员和
教师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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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本书作者D.拉达伊，工学博士
（DIETER RA DAJ，Dr.―ing. habil.）， 德国不
伦瑞克工业大学机械工程学教授（PrOf.of
Mechanicalengineering，Braunschweig
Technical University），任职戴姆勒―奔驰
公司（德国斯图加特市）研究部高级科研经
理（SeniorResearchManager ，Daimle r－
BenZCorp.，Stuttgart），同时还出任德国焊
接结构设计、分析与车辆设计领域内几个委
员会的主任委员以及国际焊接学会（IIW）第
Ⅲ和第XⅢ委员会委员。

作者就读于慕尼黑工业大学（机械工程
学，1959年取得学位），毕业后即在农业基
础技术研究所（由Kloth教授领导）从事车
辆设计研究工作。
后于1963年获得
Braunschweig工业大学工学博士学位，且
于1971年取得在大学授课资格。
其间三年
在Argyrig教授（斯图加特大学）处从事有
限元方法的开发与应用等研究工作，并参与
了数项实际工程的强度评定工作。
1972年起
供职于戴姆勒－奔驰股份公司（即奔驰汽车
制造商，现为集汽车、电子、航空、航天等
工业于－体的大型跨国公司），先负责（作
为高级经理）研制、开发分析手段（有限元
系统等）方面的工作，后于1983年调入公司
研究部。
作者主要从事熔焊接头与点焊接头
强度评定局部分析方法的研究并取得了令人
瞩目的研究成果。

作者已发表约200篇科学论文（涉及结
构强度评定、弹性理论、断裂力学、缺口应
力分析、光弹技术、焊接结构疲劳强度分析
及设计等诸多领域）并著有《强度评定》
（1974）、《开口与夹芯的缺口应力》（1977）、
《焊接结构疲劳强度》（德文版1985，英文版
1990）、《焊接热效应――温度场、残余应力
及变形》（德文版1988，英文版1992）和《疲
劳强度》（德文版1995）几本英、德文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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