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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我国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工程材料在制造领域的应用显得越来越重要。
工程材料繁多，尤其是近百年来，各种新型材料，如非金属材料中的工程塑料和复合材料不断出现，
这样在产品生产中可供选择的材料品种就大大丰富了。
面对如此众多的材料，如何选用合适的材料，成了制造业中一个重要而复杂的问题。
本书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工程常用材料的性能、特点、应用的技术数据和资料，同时收集了大量的材料
实际生产应用实例，可供企业、科研单位的机械设计和生产工艺技术人员阅读参考。
　　随着制造业的发展，社会对机械类人才仍有较大的需求。
目前各高等职业院校机械类专业普遍设有机械制造与自动化、模具设计与制造、数控技术与应用等专
业。
为了能更好地培养机械类的应用人才，我们与企业专家、课程开发专家联合对机械类各专业进行了课
程体系建设与课程改革。
通过社会调研、行业专家分析可知，机械类专业的核心岗位主要有产品设计员、检测与论证技术员、
制造工艺员、数控编程与操作员，核心能力主要表现为结构的设计能力、产品的性能检测能力、零件
加工工艺编制能力以及数控编程加工能力等。
“材料应用与处理”课程作为机械类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其目的是培养学生能进行金属材料力
学性能的测定；能根据零件的具体使用要求进行材料选择；能安排合理的热处理工艺以改善材料性能
的能力；具备作为一个机械产品设计、加工与性能检测者必须具有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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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材料应用与处理》根据机械类职业岗位群核心能力培养需求而编写，是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
设系列成果之一，属机械类专业高等职业教育教材。
《材料应用与处理》从高等职业教育实际需要出发，扼要讲述常用工程材料与热处理方面的基本内容
，紧紧围绕工程常用材料的性能、用途与性能改善方法等主要内容进行编写。
　　全书分为钢的基本知识的认识、结构钢的应用与处理、工具钢的应用与处理、其他常用工程材料
（铸铁、有色金属、非金属材料等）的应用与处理4个单元，并配有5个实验、一定数量的思考题与大
量的单元自测题。
教材内容以“实用”为原则，图文并茂，理论实训一体化。
　　《材料应用与处理》可作为高等职业院校和普通大中专学校的机械类或近机类专业教材，也可供
企业、科研单位的机械设计和生产工艺技术人员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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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许多机械零件（如齿轮、弹簧、连杆、主轴等）都是在交变应力（即应力的大小、方向随时间作
周期性变化）下工作的。
虽然应力通常低于材料的屈服强度，但零件在交变应力作用下长时间工作，也会发生断裂，这种现象
称为疲劳断裂。
疲劳断裂事先没有明显的塑性变形，断裂是突然发生的，很难事先觉察到，因此具有很大的危险性，
常常造成严重的事故。
　　疲劳断裂的过程，往往是在零件的表面，有时也可能在零件的内部某一薄弱部位产生裂纹，在交
变应力作用下，裂纹不断扩展，使材料的有效承载截面不断减小，最后产生突然断裂。
提高疲劳强度的方法很多，如设计时，尽量避免尖角、缺口和截面突变，这样可避免应力集中引起的
疲劳裂纹，还可以通过降低表面粗糙度和采用表面强化的方法（如表面淬火、喷丸处理、表面滚压等
）来提高疲劳强度。
　　2.材料的工艺性能工艺性能是指材料在成形过程中，对某种加工工艺的适应能力。
材料的工艺性能主要包括铸造性能、锻造性能、焊接性能、热处理性能、切削加工性能等。
　　（1）铸造性能　　铸造性能指材料易于铸造成型并获得优质铸件的能力，衡量材料铸造性能的
指标主要有流动性、收缩性和偏析倾向等。
流动性是指熔融材料的流动能力，流动性好的材料容易充满铸型型腔，从而获得外形完整、尺寸精确
、轮廓清晰的铸件；收缩性是指铸件在冷却凝固过程中其体积和尺寸减少的现象，铸件收缩不仅影响
其尺寸，还会使铸件产生缩孔、疏松、内应力、变形和开裂等缺陷；偏析是指铸件内部化学成分和显
微组织的不均匀现象，偏析严重的铸件其各部分的力学性能会有很大差异，会降低产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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