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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金建设工程》

前言

本书是在《冶金建设工程技术》（冶金工业出版社，2005）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内容和结构进行了调
整，并且吸收了冶金建设工程行业的新工艺、新技术和新方法后编写而成，旨在使冶金建设工程及其
他相关专业技术人员对冶金生产过程有一个全面的了解；熟悉冶金生产工艺技术和主要生产设备；进
一步掌握冶金建设工程施工、组织、管理、质量与安全等技术。全书在理论联系实际的基础上，融合
了冶金工程与建筑工程两大知识体系，具有较强的实践指导意义。本书供从事冶金建设工程及相关专
业工程技术人员、工程管理人员使用，也可作为高校相关专业的教材。本书主要内容包括：冶金工程
及冶金建设工程的基础知识，冶金建设工程的组成，冶金建设工程地下施工技术，冶金建设工程结构
施工技术，冶金建设工程施工组织技术，冶金建设工程施工质量控制技术，冶金建设工程安全与环境
管理技术等。本书由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李慧民任主编，武乾任副主编。其中李慧民参与了第1、4、5
、6章的编写；武乾参与了第1、2、7章的编写；胡长明参与了第3、5章的编写；赵平参与了第2、6章
的编写；蒋红妍参与了第4、5章的编写；陈旭参与了第3、6章的编写；黄莺参与了第3、4章的编写；
樊胜军参与了第2、4章的编写；张建参与了第2、7章的编写；李勤参与了第6、7章的编写。在编写过
程中，得到了中国冶金建设协会、冶金建设工程定额总站的大力支持；许多从事冶金建设工程项目管
理的专家、学者为本书的编写提供了最新研究成果及相关资料，并对编写的框架、内容提出了宝贵意
见，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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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金建设工程》

内容概要

《冶金建设工程》旨在使冶金建设工程及其他相关专业技术人员对冶金生产过程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熟悉冶金生产工艺技术和主要生产设备；进一步掌握冶金建设工程施工、组织、管理、质量与安全保
护等技术。全书在理论联系实际的基础上，融合了冶金工程与建筑工程两大知识体系，具有较强的实
践指导意义。
《冶金建设工程》供从事冶金建设工程及相关专业工程技术人员、工程管理人员使用，也可作为高校
相关专业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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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金建设工程》

章节摘录

插图：金属通常具有高强度和优良的导电性、导热性、延展性，其中部分金属还具有放射性。除汞外
，金属在常温下都是以固体状态存在。在目前已知的112种元素中，金属元素72种，非金属元素22种。
金属元素中，黑色金属元素3种，有色金属元素69种。金属元素根据其性质、用途、产量及其冶炼方法
的特点，各有不同的分类方法。既可分为铁金属和非铁金属两大类：铁金属指铁和铁基合金，其中包
括生铁、铁合金和钢，非铁金属则指铁及铁合金以外的金属元素；也可分为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两大
类：即将铁、铬、锰归为黑色金属，将铁、铬、锰以外的金属归为有色金属。可见，人们所指的黑色
金属即铁金属，有色金属即非铁金属。人们常将用矿石或精矿生产金属的工业部门称为冶金工业。矿
石和精矿是由各种有用矿物组成的，从矿石或精矿中冶炼加工成多种金属材料，运用于人们生产、生
活的各个领域，从而构成了冶金工业的有机联系。所以，国民经济各部门所使用的黑色金属、有色金
属和稀有金属都是冶金工业的产品。只有冶金工业产品的不断增长，才有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
乃至于当代崛起的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和提高。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向前发展，工业生产不断地朝原
子能、高速、高温、高压及自动化和遥控方向发展，钢铁产品的质量、品种和性能都远远不能达到当
代科技要求的水平，这就需要各种有色金属作为铁的添加剂而形成各种合金钢，如加入铬、镍、钨、
钛、钒等元素，可以使钢材增加某种特殊性能。随着钢铁工业的迅速发展和壮大，对于推动汽车、造
船、机械、电器等工业的发展和经济腾飞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改革开放
政策的推动下，我国钢铁材料工业进入了持续、快速的发展阶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其主
要的标志就是1995年我国生铁产量超过1亿吨。1996年我国钢产量首次突破1亿吨，2003年我国钢产量
首次突破2亿吨，跃居世界第一位，也是全球第一个年产钢量突破2亿吨的国家，在中国钢铁工业发展
历史上具有里程碑重大意义。目前，我国钢铁工业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拉动下，全行业实现持续、高速
发展，在结构调整、品种质量、降低消耗、提高经济效益、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可持续发展等各方面
均取得了新的进步。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2009年，我国粗钢、生铁和钢材产量分别为5.6784亿吨
、5.4375亿吨和6.9244亿吨，粗钢产量占全球总产量的百分比提高至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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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金建设工程》

编辑推荐

《冶金建设工程》是在《冶金建设工程技术》(冶金工业出版社，2005)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内容和结
构进行了调整，并且吸收了冶金建设工程行业的新工艺、新技术和新方法后编写而成，旨在使冶金建
设工程及其他相关专业技术人员对冶金生产过程有一个全面的了解；熟悉冶金生产工艺技术和主要生
产设备；进一步掌握冶金建设工程施工、组织、管理、质量与安全等技术。全书在理论联系实际的基
础上，融合了冶金工程与建筑工程两大知识体系，具有较强的实践指导意义。《冶金建设工程》供从
事冶金建设工程及相关专业工程技术人员、工程管理人员使用，也可作为高校相关专业的教材。〈br
〉《冶金建设工程》主要内容包括：冶金工程及冶金建设工程的基础知识，冶金建设工程的组成，冶
金建设工程地下施工技术，冶金建设工程结构施工技术，冶金建设工程施工组织技术，冶金建设工程
施工质量控制技术，冶金建设工程安全与环境管理技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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