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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前，高等职业教育改革方兴未艾，各院校积极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
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06]16号文）和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
设计划，加快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教高[2006]14号文）文件精神，探索“工学结合”
的改革发展之路，取得了很多很好的教学成果。
　　教育部高等学校高职高专材料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工程材料与成形工艺分委员会，主要负责工
程材料及成形工艺类专业与课程改革建设的指导工作。
分教指委组织编写了《高职高专工程材料与成形工艺类专业教学规范（试行）》，并已由中南大学出
版社正式出版，向全国推广发行，它是对高职院校教学改革的阶段性探索和成果的总结，对开办相关
专业的院校有较好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
为了适应工程材料与成形工艺类专业教学改革的新形势，分教指委还积极开展了工程材料与成形工艺
类专业高职高专规划教材的建设工作，并成立了高职高专工程材料与成形工艺类专业规划教材编审委
员会，编审委员会由教指委委员、分指委专家、企业专家及教学名师组成。
教指委及规划教材编审委员会在长沙中南大学召开了教材建设研讨会，会上讨论了焊接技术及自动化
专业、金属材料热处理专业、材料成形与控制技术专业（铸造方向、锻压方向、铸热复合）以及工程
材料与成形工艺基础等一系列教材的编写大纲，统一了整套书的编写思路、定位、特色、编写模式、
体例等。
　　历经几年的努力，这套教材终于与读者见面了，它凝结了全体编写者与组织者的心血，体现了广
大编写者对教育部“质量工程”精神的深刻体会和对当代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精神及规律的准确把握。
　　本套教材体系完整、内容丰富。
归纳起来，有如下特色：①根据教育部高等学校高职高专材料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工程材料与成形
工艺类专业制定的教学规划和课程标准组织编写；②统一规划，结构严谨，体现科学性、创新性、应
用性；③贯彻以工作过程和行动为导向，工学结合的教育理念；④以专业技能培养为主线，构建专业
知识与职业资格认证、社会能力、方法能力培养相结合的课程体系；⑤注重创新，反映工程材料与成
形工艺领域的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和新标准；⑥教材体系立体化，提供电子课件、电子
教案、教学与学习指导、教学大纲、考试大纲、题库、案例素材等教学资源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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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教育部高职高专材料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工程材料与成形工艺类专业规划教材。
    本书内容共包含六个教学模块，模块一为金属力学性能检测技术，主要介绍拉伸、弯曲、扭转、冲
击、硬度等试验，及相关力学性能指标的检测和应用；模块二为金属宏观检测技术，主要介绍金属宏
观缺陷的种类及检测方法；模块三为金相分析检测技术，主要介绍金相分析检测方面的基础知识及典
型金属材料、热处理零件和焊接件的金相分析检测方法；模块四为金属无损检测技术，主要介绍金属
无损检测的基本知识以及方法、原理、特点及应用等；模块五为金属材料化学成分检验技术，主要介
绍钢火花鉴别、光谱分析和化学分析法的原理、特点及应用等；模块六为热处理质量检验与分析技术
，主要介绍各种热处理零件的质量要求、相关标准及检验分析方法。
    本书可作为高职高专工程材料与成形工艺、金属材料与热处理技术、材料工程技术、铸造、焊接、
锻压等专业材料质量检测技术方面课程使用的教材，也可作为本科、中职等院校教师和学生的参考教
材，以及企业培训等非学历教育用教材，还可供从事材料质量检测技术方面工程技术人员和操作人员
参考阅读，作为相关技术人员的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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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光谱（全称为光学频谱）是复色光经过色散系统（如光栅、棱镜）进行分光后，按波长（或频率
）的大小依次排列形成的图案。
如太阳光经过分光后形成按赤、橙、黄、绿、青、蓝、紫等多种颜色各不相同的单色光依次连续分布
的彩色光谱。
红色到紫色，相应于波长由7700～390A的区域，是人眼所能感觉的可见部分。
红端之外为波长更长的红外光，紫端之外则为波长更短的紫外光，都不能为肉眼所觉察，但能用仪器
记录。
因此，按波长区域不同，光谱可分为红外光谱、可见光谱和紫外光谱.按产生的本质不同，光谱可分为
原子光谱、分子光谱；按产生的方式不同，光谱可分为发射光谱、吸收光谱和散射光谱；按光谱表现
形态不同，可分为线状光谱、带状光谱和连续光谱。
　　线状光谱是由狭窄谱线组成的光谱。
单原子气体或金属蒸气所发的光波均有线状光谱，故线状光谱又称原子光谱。
带状光谱是由一系列光谱带组成，它们是由分子所辐射，故又称分子光谱。
利用高分辨率光谱仪观察时，每条谱带实际上是由许多紧挨着的谱线组成。
连续光谱是包含一切波长的光谱，炙热的固体或液体所辐射的光谱均为连续光谱。
　　发射光谱是物体发光直接产生的光谱。
它有两种类型：连续光谱和明线光潜。
只含有一些不连续的亮线的光谱叫做明线光谱。
明线光谱中的亮线叫做谱线，各条谱线对应于不同波长的光。
具有连续谱的光波通过物质样品时，处于基态的样品原子或分子将吸收特定波长的光而跃迁到激发态
，于是在连续谱的背景上出现相应的暗线或暗带，称为吸收光谱。
每种原子或分子都有反映其能级结构的标识吸收光谱。
各种原子的吸收光谱中的每一条暗线都跟该种原子的发射光谱中的一条明线相对应。
这表明：低温气体原子吸收的光，恰好就是这种原子在高温时发出的光。
因此，吸收光谱中的谱线（暗线），也是原子的特征谱线，只是通常在吸收光谱中看到的特征谱线比
明线光谱中的少。
构成物质的分子、原子或离子，经辐射能照射后，系统内散射出来的能量产生相对应波长的光谱，称
之为散射光谱。
散射光谱主要是以拉曼散射为基础形成的光谱，它主要分布在红外区，属于分子散射光谱。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金属材料检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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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