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材料加工原理>>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材料加工原理>>

13位ISBN编号：9787030110404

10位ISBN编号：7030110404

出版时间：2003-1

出版时间：科学出版

作者：徐洲 姚寿山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材料加工原理>>

内容概要

本书是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基础理论课程教材,按照材料科学与工程大专业的教学大纲编写,并已被
列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其内容包括金属材料、陶瓷材料和高分子材料在各种加工过程中的基本原理和理论知识。
本教材以材料的“加工原理”为主线,分为“材料液态成形原理”、“材料固态成形原理”和“材料固
态相变原理”三部分,着重讲述上述三大类材料加工过程中共性的、基本的原理和理论,并突出三大类
材料加工过程中各自的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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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3 回火时机械性能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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