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金属工艺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金属工艺学>>

13位ISBN编号：9787111059332

10位ISBN编号：7111059336

出版时间：2011-6

出版时间：机械工业出版社

作者：丁德全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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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属工艺学>>

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教育&ldquo;十五&rdquo;国家级规划教材：金属工艺学》包括机械工程材料基础、热
加工工艺基础和机械加工工艺基础三篇，其中增加了目前正在推广应用的非调质钢、塑料模具钢等新
工程材料及工程材料表面处理、胶接、某些冷热加工新工艺技术的内容。
本书全面采用截止1996年颁布的国家标准和法定计量单位，介绍了我国新的钢分类标准和冷热加工的
有关新工艺标准。
 　　《普通高等教育&ldquo;十五&rdquo;国家级规划教材：金属工艺学》是高等工科院校机械制造类
、机械维修类和热加工类专业的通用教材，对有关工程技术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也是一本很好的参考
书。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金属工艺学>>

书籍目录

前言绪论第一篇 机械工程材料基础第一章 金属的力学性能第一节 拉伸试验及强度和塑性一、拉伸试
验及拉伸曲线二、常用强度判据三、塑性判据第二节 硬度一、布氏硬度二、洛氏硬度第三节 冲击吸
收功第四节 疲劳极限第五节 断裂韧度思考题与习题第二章 金属的晶体结构与结晶第一节 金属的晶体
结构一、金属是晶体二、晶体结构的基本概念三、三种典型的金属晶体结构第二节 金属的实际晶体结
构一、单晶体和多晶体二、晶体缺陷第三节 纯金属的结晶与铸锭一、结晶的基本概念二、结晶时晶核
的形成和长大过程三、金属结晶后的晶粒大小四、铸锭的组织第四节 合金的相结构一、概述二、合金
的相结构三、合金的组织第五节 二元合金相图思考题与习题第三章 金属的塑性变形与再结晶第一节 
金属的塑性变形一、单晶体的塑性变形二、多晶体的塑性变形三、塑性变形后金属的组织与性能第二
节 变形金属在加热时组织和性能的变化一、回复二、再结晶三、再结晶后的晶粒长大第三节 金属的
热变形加工一、热变形加工与冷变形加工的区别二、金属热变形加工时组织和性能的变化思考题与习
题第四章 铁碳相图第一节 铁碳合金的组元与基本相一、纯铁的同素异构转变二、铁碳合金的基本相
及其性能第二节 Fe-Fe3c相图分析一、两条恒温转变线二、相区及其主要特性点和特性线的分析第三节
典型合金的结晶过程及组织一、共析钢的结晶过程分析二、亚共析钢的结晶过程分析三、过共析钢的
结晶过程分析四、共晶自口铸铁的结晶过程分析五、亚共晶白口铸铁的结晶过程分析六、过共晶白口
铸铁的结晶过程分析第四节 含碳量与铁碳合金组织及性能的关系一、铁碳合金含碳量与组织的关系二
、铁碳合金含碳量与力学性能的关系第五节 铁碳相图的应用一、在选材方面的应用二、在铸造方面的
应用三、在压力加工方面的应用四、在焊接方面的应用五、在热处理方面的应用思考题与习题第五章 
钢的热处理第一节 钢在加热时的转变一、奥氏体的形成过程二、奥氏体晶粒的长大及其影响因素第二
节 钢在冷却时的转变一、过冷奥氏体的等温转变二、过冷奥氏体的连续冷却转变三、连续冷却转变图
与等温冷却转变图的比例和应用第三节 钢的普通热处理一、钢的退火二、钢的正火三、钢的淬火四、
钢的淬透性五、回火第四节 钢的表面热处理和化学热处理一、表面淬火二、化学热处理第五节 热处
理新技术简介一、可控气氛热处理二、真空热处理三、形变热处理四、化学热处理五、激光热处理和
电子束表面淬火第六节 热处理工艺的应用一、热处理的技术条件二、热处理工序位置的确定三、热处
理零件结构的工艺性思考题与习题第六章 工业用钢第一节 钢的分类和牌号一、钢的分类二、我国工
业用钢的牌号表示方法第二节 杂质元素和合金元素在钢中的作用一、主要常存元素在非合金钢中的作
用二、合金元素对钢基本相的影响三、合金元素对F争Fe3C相图的影响四、合金元素对钢热处理的影
响第三节 非合金钢一、碳素结构钢二、优质碳素结构钢三、碳素工具钢四、易切削结构钢五、工程用
铸造碳钢第四节 低合金钢一、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二、低合金耐候钢三、低合金专业用钢第五节 机
械结构用合金钢一、合金渗碳钢二、合金调质钢、非调质钢和低碳马氏体钢三、合金弹簧钢四、滚动
轴承钢五、超高强度钢第六节 合金工具钢和高速工具钢一、合金工具钢二、高速工具钢第七节 特殊
性能钢一、不锈钢二、耐热钢三、耐磨钢思考题与习题第七章 铸铁第一节 概述第二节 铸铁的石墨化
一、铁碳合金双重相图二、石墨化过程三、影响石墨化的因素第三节 一般工程应用铸铁一、灰铸铁二
、球墨铸铁三、可锻铸铁⋯⋯第二篇 热加工工艺基本第三篇 机械加工工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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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第四节 合金的相结构一、概述许多导电体、传热器、装饰品、艺术品均是由铜、铝、
金、银等纯金属制成的。
但由于纯金属力学性能较差，不宜制造机械零件和工模具等工件。
实际生产中通过配制各种不同成分的合金材料，以获得所需的力学和特殊的电、磁、化学等方面性能
。
合金是由两种或两种以上的金属元素，或金属和非金属元素组成的具有金属性质的物质。
组成合金的基本的物质称为组元。
组元大多是元素，如铁碳合金（碳钢、铸铁）的主要组元是铁和碳，有时也可将稳定的化合物作为组
元。
由两个组元组成的合金称为二元合金，由三个组元组成的合金称为三元合金等，当组元不变，而组元
比例发生变化，可以得到一系列不同成分的合金，称这一系列相同组元的合金为合金系。
化学成分是决定合金材料性能的基本因素之一，黄铜、巴氏合金、碳钢相互之间的性能迥然不同；碳
钢和铸铁之间性能差异也很大。
即使是相同化学成分的合金材料，其性能也可以有显著区别。
例如，同一化学成分的某种刃具钢，其淬火态的刃具可以切削退火态的制件，其性能差别如此之大，
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组织”和“相”两个因素。
“组织”是指用肉眼或借助于放大镜、显微镜观察到的材料内部的形态结构。
一般将用肉眼和放大镜观察到的组织称为宏观组织，在显微镜下观察到的组织称为显微组织。
组织的含义包括组成物“相”的种类、形状、大小及不同“相”之间的相对数量和相对分布。
所谓“相”是金属或合金中具有相同化学成分、相同结构并以界面相互分开的各个均匀的组成部分。
若合金是由成分、结构都相同的同一种晶粒构成的，则各晶粒虽有界面分开，却属于同一种相；若合
金是由成分、结构互不相同的几种晶粒所构成，它们将属于不同的几种相。
一般常把固态下的相统称为固相，而液体状态称为液相。
金属与合金的一种相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变为另一种相，叫做相变，例如金属结晶，。
是液相变为固相的一种相变。
金属在固态下由一种晶格转变为另一种晶格的“同素异构转变”是一种固态相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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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金属工艺学》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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