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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在第二版基础上，根据教育部组织制订的《高职高专教育基础课程教学基本要求》修订的
，被列为普通高等教育&ldquo;十一五&rdquo;国家级规划教材。
　　与第二版比较，本次修订主要体现了以下几点：　　1）为我国高等学校工程专科和高等职业技
术教育的培养目标服务，教材内容侧重于应用理论、应用技术和材料的选用；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强
调对学生的实践训练；贯彻以应用为目的，以掌握概念、强化能力为教学重点，以必需、够用、适度
为原则。
　　2）力求做到重点突出，少而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使教材清晰、形象，易于自学。
　　3）调整、改写了部分章节内容和顺序，精简了部分理论，增加了新型材料。
　　4）思考题与习题可供课堂讨论和布置课后作业选用，以帮助学生思考、复习和巩固所学知识，
培养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5）全书名词、术语、牌号均采用了最新国家标准，使用了我国法定计量单位。
　　使用本书时，各校可根据专业特点、教学时数等情况，对其内容进行调整和增删。
书中带&ldquo;*&rdquo;号的部分属于自学或选学的内容。
　　本课程应在金工实习后进行讲授。
　　本书由哈尔滨理工大学吕烨（第五章、第六章）、许德珠（绪论、第三章、第四章）、王亚萍（
第一章、第八章），湖南工程学院朱起凡（第九章），上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屈丽（第二章），沈阳
职业技术学院李淑清（第七章）共同编写，由吕烨、许德珠任主编，朱起凡任副主编。
司乃钧教授参加了统稿工作。
　　本书由王丽风教授、曾涛教授（博士生导师）主审。
教育部高等学校工程专科机械基础课程委员会金属工艺学课程组组织审稿通过，并推荐作为全国高等
学校工程专科和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的通用教材。
　　在修订过程中，周大恂教授、张继世教授、田柏龄教授、金禧德教授以及有关学校、科研单位、
工厂等均给予了帮助与指导，并为本书的编写提供了有关资料，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编写时间短促，书中不妥之处恳请批评指正。
　　本书曾获教育部第三届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普通高等学校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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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吕烨、许德珠主编的《机械工程材料(第3版)》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根据高职
高专发展的新形势以及工学结合的要求修订而成。

《机械工程材料(第3版)》包括金属的力学性能，金属的晶体结构与结晶，金属的塑性变形与再结晶，
钢的热处理，工业用钢，铸铁，有色金属与粉末冶金材料，高分子材料、陶瓷材料与复合材料，工程
材料的选用共九章。
各章后面附有思考题与习题。

《机械工程材料(第3版)》可作为应用性、技能型人才培养的各类教育机械类专业机械工程材料课程的
教材，也可供有关工程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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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选择零件材料应考虑工作环境中介质的性质和使用条件。
例如，奥氏体不锈钢在大气、水、硝酸等介质中有耐蚀性，但在非氧化性的盐酸、稀硫酸中不耐腐蚀
。
 呈单相组织、杂质少的钢，可避免形成微电池，能防止腐蚀。
若是双相组织，可加入铬、镍等合金元素提高基体的电极电位，力求使两相的电极电位接近。
实践证明，当铁素体中wCr>12％时，其电极电位由—0.56V增至0.2V。
 产品结构设计应避免电位相差很大的金属直接接触。
例如，铝、镁不应与钢铁、镍等材料接触。
另外，零件结构应尽量采用圆角，避免尖角，以防产生应力集中；结构要易于清除表面沉积物等。
 （2）化学处理 化学处理是指用化学方法使金属表面生成化合物保护膜，以达到防腐曰的的方法。
生产中常用的有以下两种： 1）发蓝处理（发黑）将经过清洗的钢在空气、水蒸气或含有NaOH
、NaNO3等氧化性介质中加热至140℃左右，使钢表面生成一层致密的蓝色或黑色氧化膜，以改善钢
的耐蚀性和外观，这种工艺称为发蓝处理（发黑）。
氧化膜由Fe3O4组成，厚度为0.6～0.8μm，结构致密、均匀，与金属表面结合牢固，可防大气腐蚀。
发蓝处理广泛用于机械、精密仪器和枪支上的零件。
 2）磷化（磷酸盐处理）将工件浸入磷酸盐溶液中加热，使其表面获得一层致密、不溶于水的灰黑色
磷酸盐薄膜的工艺称为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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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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