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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焊接性基础》

前言

　　本教材作为焊接冶金学的组成部分，是《焊接冶金（基本原理）》课程的后续课程。本书的编写
根据教育部材料成型与控制工程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制定的“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焊接专业方向）
培养方案”，结合各类本科院校和材料加工学科的课程设置要求和焊接专业优秀工程师的培养目标，
注重教材的科学性和实用性。　　在编写过程中编者力求从实际出发，加强基础知识和基本概念，并
注重编入了有关新的金属材料的焊接性及其连接新技术、新标准的相关内容，其中部分内容是编者在
近年的科学研究工作中所取得的研究成果。　　全书共分8章。第1章介绍了有关金属材料焊接性及焊
接冶金学的基础知识；第2～7章介绍了各类工程常用金属材料的焊接性及焊接工艺要点；第8章介绍了
金属材料堆焊及表面改性技术的基本概念及工艺方法。为便于读者查阅资料，各章尽量附上常用的英
文关键词及专业术语、常用焊接材料及工艺规范、主要参考文献等技术资料。每章都附有部分思考题
，以便于读者正确理解和掌握本章的基本概念和对主要内容的复习和巩固。　　第1章由河南科技大
学张柯柯编写；第2章由华北科技学院梁志芳编写；第3章由太原理工大学孟庆森和太原科技大学刘洁
编写；第4章和第6章分别由太原科技大学高珊和王宏编写；第5章由太原理工大学张红霞编写；第7章
和第8章由河南理工大学阎红彦编写；孟庆森负责编写绪言和全书的统稿工作。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
院王丽七校对整理了全书的图、表和编辑了多媒体课件。全书经西安交通大学薛锦教授主审。　　本
书是各位参编者在多年的教学经验和科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编写的，部分内容属于科学技术前沿初步
发展和尚待深入探讨的技术问题。由于编者水平所限，编写过程难免存在不足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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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焊接性基础》

内容概要

《金属焊接性基础》主要论述常用金属工程材料的焊接性、焊接工艺要点及常用焊接材料、金属堆焊
及表面改性技术的基本原理。全书共分8章，第1章金属焊接性基础；第2章碳钢及低合金钢的焊接；
第3章耐热钢及不锈钢的焊接；第4章铜、镍及其合金的焊接；第5章钛及钛合金的焊接；第6章铝、镁
及其合金的焊接；第7章铸铁的焊接；第8章堆焊及金属表面改性。各章都附有思考题和参考文献，以
便于读者查阅、理解和掌握相关理论知识及工程实践的要点。 《金属焊接性基础》供高校材料成型及
控制工程专业与大中专院校材料加工工程专业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使用，也可供机械、造船等企业的工
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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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结构因素结构因素主要是指焊接结构形状、尺寸、厚度以及接头坡口形式和焊缝布置等。
不同板厚、不同接头形式或坡口形状的焊件传热方向和传热速度不一样，从而对熔池结晶方向和晶粒
成长有影响。焊接结构的形状、板厚和焊缝的布置决定接头的刚度和拘束度，对接头的应力状态产生
影响。在设计焊接结构过程中，尽量避免接头缺口、截面突变、堆高过大、交叉焊缝等。这样可以减
少焊接应力集中和焊接裂纹，改善材料的焊接性。　　（4）服役条件服役条件指工件的工作温度、
负载条件和工作介质等。一定的工作环境和运行条件要求焊接结构具有相应的使用性能。例如，在低
温条件下工作的焊接结构必须具备抗脆性断裂性能，在高温条件下工作的焊接结构要具备抗蠕变性能
，在交变载荷下工作的焊接结构具有良好的抗疲劳性能，在一定腐蚀介质中工作的焊接容器应具备抗
腐蚀性能等。服役条件越苛刻，对接头质量的要求就越高，焊接性就越不易得到保证。　　1.1.1.3焊
接性的分析方法　　确定金属的焊接性，除直接采用焊接试验的方法之外，还可以通过分析金属的化
学成分、物理化学特性、相图特点、CCT图（连续冷却曲线）或SHCCT图（模拟焊接热影响区的连续
冷却曲线）、热处理状态、焊接工艺条件、保护方式和工艺措施等，间接地评价金属的焊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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