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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版说明
———记庐山全国珠宝类专业教材建设研讨会之共识

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组织编写和出版的“高职高专教育珠宝类专

业系列教材”从 2007 年 9 月面世至今已经过去三年。为了全面了解

这套教材在各校的使用情况及意见，系统总结编写、出版、发行成果及

存在问题，准确把握我国珠宝教育教学改革的新思路、新动态、新成

果，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在深入各校调研的基础上，发起了召开“全国

珠宝类专业课程建设研讨会”的倡议，得到各校专家的广泛响应。

2010 年 8 月 10 日 ～ 13 日，来自全国 27 所大中专院校的 48 位珠宝教

育界专家汇聚江西庐山，交流我国珠宝教育成果，研讨课程设置方案，

并就第一版教材存在的问题、新版教材的编写方案等达成以下共识。

一、第一版教材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按照 2005 年、2006 年商定的编写和出版计划，“高职高专教育珠

宝类专业系列教材”共组织了十多所院校的专家参加编写，计划出版
20 本，实际出版 12 本，从而结束了高职高专层次珠宝类专业没有自

己的成套教材的历史。在编写、出版、发行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 1) 整套教材在结构上明显失衡，偏重宝玉石加工与鉴定，首饰

设计、制作工艺、营销和管理方面的教材比重过小。已经出版的 12 本

教材中，属于宝石学基础、宝玉石鉴定方面占 2 /3，而属于设计、制作

工艺、管理及营销方面的只占 1 /3，不能满足当前珠宝首饰类专业人

才培养的需要。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编委会所组织的参

编学校中，结晶学、矿物学、岩石学基础普遍较好，宝石加工、鉴定力量

较强，而作为首饰设计、制作工艺基础的艺术学基础和作为经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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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的管理学相对薄弱。因此建议在改版时加强薄弱环节，并补充急
需的教材选题。

( 2) 编写计划在各校实施不平衡，金陵科技学院、安徽工业经济
职业学院、上海新侨学院、上海建桥学院等院校较好地完成了预定编
写计划。但有些学校由于各种原因，计划实施得并不顺利，有些学校
甚至一本都没有完成。造成有些用量很大而极其重要的教材至今仍
然没有出来，影响了正常的教学需要。因此建议改版时将这些选题作
为重点重新配备编写力量，以保证按时出版。

( 3) 或多或少都存在着内容重复或缺失现象。调查发现，有的内
容多本教材涉及，但又都没交代清楚，感觉不够用;而有的重要内容，

相关教材都未涉及。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主编单位由编
委会指定，既没有发动各校一起讨论编写大纲，也没有组织编委会审
稿，主要由主编依据本校教学要求编写定稿，无法充分考虑其他学校
的基本要求和吸收各校的教学成果。因此建议加强各校之间的交流，

改版时主编单位拟好编写大纲后要广泛征求使用单位的意见，编委会
要对大纲和初稿审查把关，以确保编写质量。

二、新版教材的编写方案
( 1) 丛书名称改为“21 世纪高等教育珠宝首饰类专业规划教材”，

以适应服务目标的变化。第一版的目标定位是以满足高职高专教育
珠宝类专业教学需要为主，兼顾中职中专珠宝教育及珠宝岗位培训需
要。当时根据高职高专教育主要培养高技能人才的目标要求，提出了
五项基本要求:以综合素质教育为基础，以技能培养为本位;以社会需
求为基本依据，以就业需求为导向; 以各领域“三基”为基础，充分反
映珠宝首饰领域的新理念、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以学历教
育为基础，充分考虑职业资格考试、职业技能考试的需要;以“够用、管
用、会用”为目标，努力优化、精炼教材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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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珠宝教育有了比较大的变化，社会对珠宝人才的需求也
有变化，其中上海建桥学院、南京金陵学院、梧州学院等院校已经升为
本科，原来的目标定位和编写要求已经不合适。为此，编委会经过认
真研究，决定将丛书名改为“21 世纪高等教育珠宝首饰类专业规划教
材”，以适应培养珠宝首饰行业各类应用人才的需要，同时兼顾中职中
专及岗位培训的需要。在内容安排上，要反映珠宝行业的新发展和珠
宝市场的实际需求，要反映新的国家标准，要突出实际操作和应用能
力培养的需求。

( 2) 调整和充实编委会，明确编委会职责，增强编委会的代表性
和权威性。与会代表建议，在原有编委会组成人员的基础上，广泛吸
收本科院校、企业界的专家参与，进一步充实编委会，增强其权威性。

在运作上，可以分成两个工作组，一个主要面向研究型人才培养的，一
个主要面向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编委会的主要职责是:①拟定编写和
出版计划、规范、标准等，为编写和出版提供依据;②确定主编和参编
单位，审定编写大纲，落实编写和出版计划;③审查作者提交的稿件，

把好业务质量关;④监督教材编辑出版进程，指导、协调解决编辑出版
过程中的业务问题。

( 3) 按照分批实施、逐步推进的思路确定新的编写计划。编委会
计划用三年时间构建一个“21 世纪高等教育珠宝首饰类专业规划教
材”体系，整个体系由基础、鉴定、设计、加工、制作、经营管理、鉴赏等
模块组成，每个模块编写 3 ～ 6 门主干课程的教材，共计编写、出版教
材 32 种。与原来的体系相比，新体系着重加强了制作( 8 种) 、设计( 4

种) 、经营管理( 4 种) 等模块的分量，并增列了文化与鉴赏方面的教
材。会上，按照整合各校优势、兼顾各校参编积极性的原则，建议每种
教材由 1 ～ 2 所学校主编，其他学校参编;基础好的学校每校可以主编
2 ～ 3 种教材，参编若干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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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出版的进度安排: 2010 年底前完成编写大纲的修订、定稿工
作，确定每个年度的编写和出版计划，修编出版珠宝英语口语等选题;
2011 年秋季参编宝石学基础、贵金属材料及首饰检验、首饰设计与构
思、翡翠宝石学基础、首饰制作工艺、珠宝首饰营销基础、首饰评估实
用教程、钻石及钻石分级、宝石鉴定仪器与鉴定方法等; 其他品种
2011 年着手编写 /修编，争取 2012 年秋季出版。

三、固化会议形式，建立固定交流平台
与会专家认为，随着珠宝行业的快速发展，我国珠宝教育有了长

足的进步，开办珠宝首饰类专业的学校也越来越多，但是由于业界没
有一个共同的交流平台，相互之间缺乏沟通，无法相互取长补短，共同
提高。这次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牵头，把相关学校召集在一起交流经
验，探讨专业建设和教材建设大计，为我们搭建了很好的平台，意义非
凡而深远，为珠宝教育界做了一件大好事，由衷地感谢中国地质大学
出版社，同时也希望中国地质大学整合珠宝学院和出版社的力量，牵
头建立全国性的珠宝教育研究组织，作为全国珠宝教育界联系和交流
的平台，每 1 ～ 2 年召开一次会议，承办单位和地点，可以采取轮流坐
庄的办法，由会员单位提出申请，理事会确定。

《21 世纪高等教育珠宝首饰类专业规划教材》编委会
2010 年 7 月 6 日于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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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飞跃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

们的消费观念也在不断变化，首饰用于标榜富贵和保值的传统作用已

逐渐减弱，人们选择佩戴首饰已由注重保值观念发展为更多地追求首

饰的装饰功能，材料是否贵贱已不是最重要，时尚化、个性化的饰品愈

来愈受到大众的欢迎。从整个饰品行业发展的态势来看，我们已经步

入了一个流行饰品快速发展的时代，且发展潜力巨大。

当前有许多饰品企业在从事流行饰品生产，饰品市场已出现了各

种各样的廉价材料制作的工艺饰品。无论是饰品生产企业，还是普通

消费者，都需要这方面的专业知识。鉴于业内缺乏流行饰品材料及生

产工艺方面的书籍，编著者在 2009 年编著出版了《流行饰品材料及生

产工艺》一书，作为珠宝首饰工艺专业教材及参考书。迄今六年过去

了，国内外饰品行业发生了较大变化，出现了许多新的材料及工艺技

术，为此在本书再版之际，编著者对饰品行业进行了广泛调研，根据当

前饰品材料与工艺技术状况及未来发展趋势，对本书内容进行了较大

的调整与补充。

全书按照饰品材料的类别及生产工艺特点共分为十一章，第一章

主要介绍饰品的流行性、流行饰品的含义及特征、行业现状和市场前

景，使读者对流行饰品有一个基本的认识。第二章主要介绍纯铜及高

铜合金、黄铜、白铜、青铜等铜合金的性能，以及铜合金饰品生产中主

要采用的熔模铸造工艺、冲压工艺、电铸工艺。第三章主要介绍了苗

银、藏饰及泰银材料的特点、饰品类别及生产工艺。第四章主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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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饰品用锡合金、铅锡合金等低熔点合金与锌合金的材料特性、饰品
的类别和特点，以及低熔点合金与锌合金饰品主要采用的硅橡胶离心
铸造工艺和压铸工艺。第五章主要介绍了饰品用不锈钢与钛合金的
材料特性、饰品类别及特点，以及不锈钢和钛合金饰品主要采用的机
械加工成型工艺和熔模铸造工艺。第六章主要介绍了饰品用钨钢材
料特性、钨钢饰品类别及特点，以及钨钢饰品主要采用的粉末冶金工
艺。第七章主要介绍了饰品用陶瓷材料特性、陶瓷饰品类别及特点，

以及陶瓷饰品主要采用的成形及烧结工艺。第八章主要介绍了饰品
用玻璃、琉璃材料特性、饰品类别及特点，玻璃饰品主要采用的成形及
表面装饰处理工艺，以及琉璃饰品主要采用的失蜡铸造工艺。第九章
主要介绍了饰品用树脂、塑料、亚克力的材料特性、饰品类别及特点，

以及树脂工艺饰品主要采用的模具浇注成型工艺、塑料亚克力饰品主
要采用的一次成型和二次成型工艺。第十章主要介绍了饰品用沉香
木、花梨木、阴沉木、紫檀木、金丝楠木、硅化木等几种典型木材的特性
及生产工艺过程。第十一章主要介绍了流行饰品常用的抛光、电镀、

化学镀、化学电化学转化膜、物理气相沉积、珐琅、滴胶、表面纳米喷镀
等典型表面处理工艺。

本书在内容取舍上以通俗易懂为原则，理论知识讲解不过分深
入，实际操作工艺尽量明细，书中插入了大量的实物图片，图文并茂，

有助于读者理解。

流行饰品材料及生产工艺涉及到多学科的领域，限于编著者水平
有限，取材不当及疏漏错误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著者
2015 年 2 月于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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