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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冶金原理是，台金工程专业重要的专业基础课之一。
我们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发现，对大多数学生来说，冶金原理是一门难学、难懂、更难综合应用的课
程。
这与这门课程的逻辑性强、内容较多、紧密结合生产实际、应用性强的特点是分不开的。
另外，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为了满足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出现了多种
培养人才的高等教育模式。
工程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改革的趋势为缩减理论学时，强化实践。
因此，编写适合于当前教学改革要求的冶金原理教材，是工程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迫切之需。
本书吸收了作者长期进行工程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教学与教改实践经验，参考了大量的文献，依据工程
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特点，舍弃那些理论性强而实际应用较少的内容；注重阐述与冶金过程密切相关的
冶金热力学基础、冶金动力学基础、熔体理论及其在7台金生产过程中的应用。
在体系编排上，先阐述冶金过程的热力学基础、相平衡及冶金熔体的结构与性质、冶金动力学基础，
在此基础上介绍这些基本理论在冶炼过程中的应用分析。
各章末均附有思考题和习题，一是力求引导学生学会综合应用基本知识分析具体冶金生产过程中的问
题，培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二是便于教师根据教学时数和教学对象，灵活选择教学内容。
本书的第1、8、9章由重庆科技学院张生芹编写，第2、3、4章由重庆科技学院韩明荣编写，第5、6、7
章由上海应用技术学院陈建斌编写，第10章和附录由重庆科技学院高逸峰编写，全书由韩明荣统稿。
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多种版本的冶金原理教材，这些书中对有关问题的精辟阐述使我们受益很大，
在此特别表示感谢。
同时，向支持本书编写的邓能运及其他同事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水平有限，书中有疏漏和不妥
之处，诚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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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根据冶金行业高等学校教材出版规划和冶金工程专业“冶金原理教学大纲”的要求编写的
。
内容基于物理化学基础理论知识，结合冶金生产实际，阐述冶金过程的基本理论以及这些理论在冶金
生产过程中的应用分析；力图引导学生学会用基本理论去分析冶金生产过程，从而培养分析问题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
全书共分为10章：冶金热力学基础，冶金熔体的相图，冶金熔体的结构与性质，冶金动力学基础，化
合物的生成-分解和燃料的燃烧反应，还原熔炼反应，氧化熔炼反应，硫化物的火法冶金与氯化冶金，
电解过程，萃取和离子交换提纯。
各章均附有思考题和习题。
　　本书可作为冶金工程专业教学用书，也可供从事冶金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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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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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冶金原理》可作为冶金工程专业教学用书，也可供从事冶金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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