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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伴随我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也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
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我国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规模，无论是在校生数量还是院校的数量，都已接近
高等教育总规模的半壁江山。
因此，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承担着为我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增长方式提供高素质
技能型人才的重任。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步伐的加快，特别是随着我国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现代制造业急需高素
质高技能的专业人才。
　　为了使高职高专机电类专业毕业生满足市场需求，具备企业所需的知识能力和专业素质，高职高
专院校的机电类专业根据市场和社会需要，努力建立培养企业生产第一线所需的高等职业技术应用型
人才的教学体系和教材资源环境，不断更新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积极探讨机电类专业创新人才
的培养模式，大力推进精品专业、精品课程和教材建设。
因此，组织编写符合高等职业教育特色的机电类专业规划教材是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需要。
　　教材建设是高等学校建设的一项基本内容，高质量的教材是培养合格人才的基本保证。
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培养和造就适应生产、建没、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要求我们必须重视高等职业教育教材改革与建设，编写和出版具有高等职业教育自身特色的教材。
近年来，高职教材建设取得了一定成绩，出版的教材种类有所增加，但与高职发展需求相比，还存在
较大的差距。
其中部分教材还没有真正过渡到以培养技术应用能力为主的体系中来，高职特色反映也不够，极少数
教材内容过于浅显，这些都对高职人才培养十分不利。
因此，做好高职教材改革与建设工作刻不容缓。
　　北京大学出版社抓住这⋯时机，组织全国长期从事高职高专教学工作并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骨干
教师，编写了高职高专机电系列实用规划教材，对传统的课程体系进行了有效的整合，注意了课程体
系结构的调整，反映系列教材各门课程之间的渗透与衔接，内容合理分配；努力拓宽知识面，在培养
学生的创新能力方面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加强理论联系实际，突出技能培养和理论知识的应用能力培
养，精简了理论内容，既满足机械大类专业对理论、技能及其基础素质的要求，同时提供选择和创新
的空间，以满足学有余力的学生进修或探究学习的需求：对专业技术内容进行了及时的更新，反映了
技术的最新发展，同时结合行业的特色，缩短了学生专业技术技能与生产一线要求的距离，具有鲜明
的高等职业技术人才培养特色。
　　最后，我们感谢参加本系列教材编著和审稿的各位老师所付出的大量卑有成效的辛勤劳动，也感
谢北京大学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们对本系列教材的支持和编审工作。
由于编写的时间紧、相互协调难度大等原因，本系列教材还存在一些不足和错漏。
我们相信，在使用本系列教材的教师和学生的关心和帮助下，不断改进和完善这套教材，使之成为我
国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教学改革、课程体系建设和教材建设中的优秀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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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总结多年来金属工艺学教学改革成果基础上，汇聚了各参编学校金属工艺学教学改革经验，体
现新工艺、新材料、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本书与《金工实训》（柴增田主编）教材配套使用，两本教材内容互补而不重叠。
全书共15章，分别包括了金属的力学性能、金属的晶体结构与结晶、金属的塑性变形与再结晶、铁碳
合金、钢的热处理、工业用钢、铸 铁、非铁金属材料、非金属材料与复合材料、铸造、锻压、焊接、
胶接技术、金属切削加工的基础知识、各种表面的加工方法，在每章后面都附有考核题。
　　本书可作为各类职业技术院校、高职高专机械类或近机类专业的金属工艺学教材，也可供有关工
程技术人员、中等专业学校学生和技术工人等学习选用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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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2.5 常用金属材料的焊接　　12.5.1 金属材料的焊接性　　金属材料的焊接性是指被焊金属在采用
一定的焊接方法、焊接材料、工艺参数及结构形式条件下，获得优质焊接接头的难易程度。
通俗地说就是“好焊”还是“不好焊”。
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使用焊接性：即焊接接头在使用中的可靠性，包括焊接接头的机械性能
和其他特殊性能（如耐热性、耐腐蚀性等）。
二是工艺焊接性：指焊接加工时焊接接头产生工艺缺陷的倾向，尤其是出现各种裂纹的可能性。
　　影响金属焊接性的主要因素是化学成分。
钢材在加入各种化学元素以后，对焊缝组织性能、夹杂物的分布以及热影响区的淬硬程度等影响不同
，产生裂纹的倾向也不同。
其中，碳对焊接性的影响最大，其他合金元素对焊接性的影响可折合成碳的影响，因此常用碳当量来
评定金属材料的焊接性。
　　碳钢及合金钢的碳当量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化学元素符号都表示该元素在钢中的质量分数。
在计算碳当量时，各元素的质量分数都取成分范围的上限。
　　经验表明，碳当量越大，焊接性越差。
碳当量CE0.6 ％时，淬硬倾向严重，焊撥！
生差，需要较高的预热温度和严格的工艺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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