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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家体育场“鸟巢”钢结构焊接工程所涉及的14项焊接技术基本覆盖了现场建筑钢结构焊接工程的全
部焊接技术，同传统焊接技术相比较在技术和理论上有一定建树和突破，因此代表了当今建筑钢结构
焊接技术的发展趋势，具有较大的推广应用价值。
    本书应用工程中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比较系统地总结了国家体育场“鸟巢”钢结构焊接工程所涉及
的全部焊接技术，采用国际通行的“案例教学”的模式，以工程总结为基础，以先进的施工技术和组
织管理思想为主要线索，对焊接技术应用理论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分析和阐述，适合业内人士学习和参
考。
    本书的主要读者是从事建筑钢结构制作安装的工程技术人员、设计人员（含深化设计人员）；工程
技术管理人员，商务、行政管理人员；项目经理；监理工程师。
并可以作为高级焊接技师、高级焊工，大专院校材料专业、焊接专业、机械制造专业的参考书籍。
还可以作为建筑钢结构工程招、投标的参考资料；编写《焊接工艺评定方案》、《焊接方案》并指导
实施的技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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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建筑钢结构焊接技术特点及发展趋势（一）新钢种焊接性试验将是建筑钢结构焊接工程中的重
点和难点2004年，低合金高强钢AS7MA913Gr60（相当于Q420）在北京新保利大厦工程成功使用。
经过两年的发展，目前国内已有数个钢结构工程使用高强钢，如国家体育场“鸟巢”使用国产Q460E
—Z35钢，最大板厚110ram；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工程使用国产Q420C钢；中央电视台新台址工程
更是使用了Q390D、Q420D-Z25、Q460E—Z35级别钢，高强钢在建筑钢结构中的广泛应用，带动了高
强钢焊接技术的发展。
据查：Q460E—Z35钢在我国第一次大规模生产和应用，也是世界首次使用厚度为110mm，总重为750t
的工程；因此焊接性试验方法具有极大的推广应用价值，特别是在我国新钢种不断出现的今天，应当
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图1.6所示为Q460E—Z35钢焊接性试验的技术路线，分别进行了间接焊接性试验、直接焊接性试验。
该技术路线为新钢种焊接性试验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根据国际惯例，新钢种焊接性试验研究应当由生产厂家和研究机关来承担，而在我国没有明确的规定
。
因此Q460E—Z35钢的焊接性试验研究工作由施工单位承担，这是首例，根据我国国情，这种现象恐怕
要延长很长时间，所以说，新钢种焊接性试验研究可能会成为建筑钢结构焊接工程中的重点和难点。
由于钢结构体系设计的需要，在重要性建筑钢结构焊接工程中采用了新一代高强钢种，这些钢种同传
统钢种有很大的区别，掌握和研究新钢种的焊接性是一件十分重要和困难的工作。
因此采用新工艺、新的运条手法进行施焊势在必行，否则将给工程带来损失。
建筑钢结构用高强钢性能获得途径：合金强化、组织强化（如淬火十回火）、控轧控冷工艺（TMCP
）、淬火十自回火控制轧制（QST）。
新的炼钢工艺，促进了新一代钢种的诞生。
新一代钢种的焊接性同传统钢种有较大的区别，了解和掌握这方面的知识是焊接性研究的最基础的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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