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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根据《教育部关于加强高职高专教育人才培养工作的若干意见》等文件及根据高职高专教
育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而编写的，是工科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通用教材。
为了贯彻落实教育部要求课程教材改革要面向21世纪，适应素质教育、技能培养、创新教育和创业教
育的需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高等职业教育课程体系的精神，针对目前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缺
少满足金属工艺学课程教学新要求的教材，我们认真查阅了大量的参考资料，进行了多次专题交流与
研讨，并且在编写过程中积极汲取各种现有教材的精华，对新的金属工艺学教材进行了科学合理的编
写。
　　知识经济时代迫切需要具有综合素质高、实践能力强和创新能力突出的职业技术人才，这就需要
我们采用科学合理的教学模式，提高人的综合素质和职业技能。
能力教育与素质教育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侧面和不同表述。
素质本质上是能力的基础，能力则是素质的外在表现，素质诉诸实践就表现为能力，离开素质，能力
就成了无本之木；离开能力，素质也无法表现、观察、确证和把握。
　　另外，突出能力教育必须以人的素质与能力为基础和核心，强调重视学习方法和掌握知识，学会
运用知识进行创造性的思考和实践，学会把知识有效地转化为素质和能力。
高等职业教育不仅要加强基础知识的学习，而且还要使学生有更大的柔性（或可持续发展能力）。
“柔性”就是给予每个在校学生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深层的受教育机会和能力，以适应未来职业生涯中
的工作岗位需求和岗位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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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金属工艺学》是为了适应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需要而编写的。
全书共9章，主要阐述了金属材料基础知识、钢的热处理、钢铁材料、非铁金属及其合金、非金属材
料、铸造、金属压力加工、焊接、切削加工基础知识等。
《金属工艺学》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注重在理论知识、素质、能力、技能等方面对学生进行全面的
培养；第二，注重吸取现有相关教材的优点，充实新知识、新工艺、新技术等内容，简化过多的理论
介绍，采用最新标准；第三，突出职业技术教育特色，做到图解直观形象，理论联系实际，加强学生
实践技能和综合应用能力的培养；第四，通过教学活动培养学生的工程意识、经济意识、管理意识和
环保意识；第五，注重文字叙述精炼，通俗易懂，总结归纳提纲挈领；第六，每章配备了各类复习思
考题、交流与研讨题、课外调研活动等，引导学生积极思维，造就师生相互交流与研讨的气氛，培养
学生观察、探索、分析以及应用理论知识的能力。
《金属工艺学》主要面向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工科学生。
此外，还可作为机械类、近机类等中等专业学校学生和职工培训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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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金属化合物　　金属化合物是指合金中各组元之间发生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具有金属特性的
一种新相。
例如，铁碳合金中的渗碳体（Fe，C）就是铁和碳组成的金属化合物。
金属化合物具有与其构成组元晶格截然不同的特殊晶格，熔点高，硬而脆。
合金中出现金属化合物时，通常能显著地提高合金的强度、硬度和耐磨性，但塑性和韧性也会明显降
低。
　　（三）机械混合物　　固溶体和金属化合物均是组成合金的基本相。
由两相或两相以上组成的多相组织，称为机械混合物。
在机械混合物中，各组成相仍保持着它原有晶格的类型和性能，而整个机械混合物的性能则介于各组
成相的性能之间，并与各组成相的性能以及相的数量、形状、大小和分布状况等密切相关。
绝大多数金属材料中存在机械混合物这种组织状态。
　　三、合金的结晶过程　　合金结晶后可形成不同类型的固溶体、金属化合物或机械混合物。
其结晶过程与纯金属一样，也是晶核形成和晶核长大两个过程。
同时结晶时也需要一定的过冷度，结晶后形成多晶体。
与纯金属的结晶过程相比，合金在结晶过程中具有如下特点：　　1）纯金属的结晶是在恒温下进行
，只有一个结晶温度。
而绝大多数合金是在一个温度范围内进行结晶的，一般结晶的开始温度与终止温度不同，一般有两个
结晶温度。
　　2）合金在结晶过程中，在局部范围内相的化学成分（即浓度）有差异，当结晶终止后，整个晶
体的平均化学成分与原合金的化学成分相同。
　　3）合金结晶后一般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形成单相固溶体；第二种情况是形成单相金属化
合物或同时结晶出两相机械混合物（如共晶体）；第三种情况是结晶开始时形成单相固溶体，剩余液
体又同时结晶出两相机械混合物：（如共晶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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