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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汽车钣金（第2版）》内容是在第1版的基础上，结合现代钣金设备和技术以及汽车车身的材料
的变化重新修订而成的。
包括车身维修安全、车身制图识读、钣金基本技能、车身结构识别、车身材料识别、车身损坏分析、
车身测量、车身校正、车身焊接、钣金件更换、车身塑料件维修、车身附件维修、车身防腐等知识。
　　本书适合职业院校汽车钣金专业或者汽车车身修复专业的师生作为教材使用，也适合从事汽车钣
金职业的各类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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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5.1.2 工艺性能 1.铸造性 铸造性指金属材料能用铸造的方法获得合格铸件的性能。
铸造性主要包括流动性，收缩性和偏析。
流动性是指液态金属充满铸模的能力，收缩性是指铸件凝固时，体积收缩的程度，偏析是指金属在冷
却凝固过程中，因结晶先后差异而造成金属内部化学成分和组织的不均匀性。
2.可锻性 可锻性指金属材料在压力加工时，能改变形状而不产生裂纹的性能。
它包括在热态或冷态下能够进行锤锻、轧制、拉伸、挤压等加工。
可锻性的好坏主要与金属材料的化学成分有关。
3.切削加工性 切削加工性指金属材料被刀具切削加工后而成为合格工件的难易程度。
切削加工性的好坏常用加工后工件的表面粗糙度、允许的切削速度以及刀具的磨损程度来衡量。
它与金属材料的化学成分、力学性能、导热性及加工硬化程度等诸多因素有关。
通常是用硬度和韧性作为切削加工性好坏的大致判断。
一般来说，金属材料的硬度愈高愈难切削，硬度不高，但韧性大，切削也较困难。
4.焊接性 焊接性指金属材料对焊接加工的适应性能。
主要是指在一定的焊接工艺条件下，获得优质焊接接头的难易程度。
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结合性能，即在一定的焊接工艺条件下，一定的金属形成焊接缺陷的敏
感性；二是使用性能，即在一定的焊接工艺条件下，一定的金属焊接接头对使用要求的适用性。
5.2 汽车钢板 5.2.1 汽车钢板的分类和用途 按照生产工艺，汽车钢板可分为热轧板、冷轧板、镀锌板、
夹层制振板等；按钢板性能，可分为深冲钢、烘烤硬化钢、高强度钢、超高强度钢、不锈钢等。
1.热轧板 热轧板是在800度以上高温下轧制的，它的厚度在1.6～8mm之间。
钢板表面会覆上一层氧化膜，必要时可使用酸洗或喷丸处理来去除氧化膜。
汽车车架、车辆车身内部钢板、底盘零件和底盘大梁都是用热轧板制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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