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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有色金属是重要的基础原材料，产品种类多，关联度广，是现代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关键支撑材
料，广泛应用于电力、交通、建筑、机械、电子信息、航空航天和国防军工等领域，在保障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有色金属工业持续快速发展，十种常用有色金属总产量已连续7年居世界第
一，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加快，在国际同行业中的地位明显提高，市场竞争力显著增强。
我国有色金属工业的发展已经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成为拉动世界有色金属工业增长的主导因素
，成为推进世界有色金属科技进步的重要力量，将对世界有色金属工业的发展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
　　当前，我国有色金属工业正处在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依靠科技进步推动行业发展的关
键时期。
随着我国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进程加快，对有色金属的需求潜力巨大，产业发展具有良好的前景
。
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有色金属工业发展的指导思想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总体要求，以控制总量、淘汰落后、加快技
术改造、推进企业重组为重点，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充分利用境内外两种资源，提高资源
保障能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和科技创新型产业，促进我国有色金属工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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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有色金属行业职业教育培训规划教材之一，是根据有色金属企业生产实际、岗位技能要求以及
职业学校教学需要编写的，并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职业培训教材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组织专家评审
通过。
　　本书共分8章，详细介绍了金属的性能、金属与合金的晶体结构、纯金属的结晶和铸锭组织、合
金相和二元合金相图、金属的塑性变形和再结晶、金属热处理、铝镁及其合金、铜镍及其合金等。
在内容组织和结构安排上，力求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理论联系实际，切合生产实际需要，突出行业
特点。
为便于读者自学，加深理解和学用结合，各章均附复习思考题。
　　本书可作为有色金属企业岗位操作人员的培训教材，也可作为职业学校（院）相关专业的教材，
同时也可供有关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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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　金属与合金的晶体结构　　2.1　金属键　　2.1.1　固态金属特性　　晶体分为金属晶体与非
金属晶体，两者在内部结构与性能上除有着晶体所共有的特征外，金属晶体还具有它独特的性能，如
具有金属不透明、金属光泽以及良好的导电性、导热性、可塑性、高强度等优良的力学性能。
　　金属与非金属的根本区别是金属的电阻随温度的升高而增大，即金属具有正的电阻温度系数；而
非金属的电阻却随温度的升高而降低，即具有负的电阻温度系数。
　　2.1.2　金属的原子结构　　金属特性主要是与金属原子的内部结构以及原子间的结合方式有关。
　　2.1.2.1　原子结构　　原子是由带正电的原子核和带负电的核外电子组成的。
核外的电子被原子核吸引，各电子间相互排斥并靠一种离心力保持着与核的距离，不同的电子在一系
列轨道或壳层上绕核转动。
内层电子的能量低，最为稳定。
最外层的电子能量高，与核结合得弱，这样的电子通常称为价电子。
　　2.1.2.2　金属原子的结构特点　　金属最外层的电子数很少，容易丢失。
一般为一两个，不超过3个。
由于这些外层电子与原子核的结合力弱，所以很容易脱离原子核的束缚而变成自由电子，此时的原子
即变为正离子，因此，常将这些元素称为正电性元素。
　　非金属元素的原子结构与金属相反。
非金属其外层电子数较多，最多7个，最少4个，它易于获得电子，此时的原子即变为负离子，因此，
非金属元素又称为负电性元素。
　　过渡族金属元素（如钛、钒、铬、锰、铁、钴、镍等）的原子结构，除具有上述金属原子的特点
外，还有一个特点，即在次外层尚未填满电子的情况下，最外层就先填充了电子。
因此，过渡族金属的原子不仅容易丢失最外层电子，而且还容易丢失次外层一两个电子，这就出现了
过渡族金属化合价可变的现象。
当过渡族金属的原子彼此相互结合时，不仅最外层电子参与结合，而且次外层电子也参与结合。
因此，过渡族金属的原子间结合力特别强，表现为熔点高、强度高。
　　可见，金属与非金属晶体的不同，价电子决定着金属的主要性能。
主要归因于其原子构造及原子间结合键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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