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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工程、实践和创新是促进社会协调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永恒主题，高等工程教育需要先进的工程教
育理念，需要丰富的工程实践内涵，需要锐意的工程创新精神。
哈尔滨工程大学工程训练中心自2005年5月成立以来，以“工程”、“实践”和“创新”为主题，以“
知识”、“素质”和“能力”的培养为主线，在人才培养方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工程实践教育理念和
工程实践教学模式。
2006年12月，哈尔滨工程大学工程训练中心被评为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2007年10月，哈尔滨工
程大学工程训练中心工程训练课程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2008年10月，哈尔滨工程大学工程训练中
心工程实践创新教学团队被评为国家级教学团队；2009年6月，哈尔滨工程大学工程训练中心机械制造
基础课程被评为省级精品课程。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哈尔滨工程大学工程训练中心与高等教育出版社合作，编写了工程训练系列教
材《工程材料》、《材料成形技术基础》和《机械制造工艺基础》。
这套教材在国家机械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分委员会教学大纲的指导下，汲取了国内外众多优秀学者的智
慧，凝聚了全体编写教师的学识，融入了丰富的工程经验，突出了鲜明的工程特色，丰富了新材料、
新技术和新工艺的内涵。
本书是工程训练系列教材中的《材料成形技术基础》篇。
材料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也是工程建设中不可缺少的基础资源，然而，材料只有通过一定的
成形技术才能转化为人类所需要的产品。
技术作为工程建设中必不可少的手段，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在每一项技术的背后，都应该有科学的理
论作为支撑，而技术也同样需要在工程实践中实现其自身的价值。
所以说，科学、技术和工程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三者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不断地推动
着人类社会走向文明和进步。
基于这样一种思想，本书并不局限于只谈技术，在介绍每种成形技术的同时，不仅阐述相关的科学理
论知识，还介绍相关技术的工程应用背景。
本书共分8章，第1章为铸造成形技术，主要介绍铸造成形理论基础、铸造方法、铸造工艺设计、铸件
结构工艺性和铸造工艺实例；第2章为塑性成形技术，主要介绍塑性成形理论基础、塑性成形方法、
锻压工艺设计、锻压结构工艺性和锻压工艺设计实例；第3章为焊接成形技术，主要介绍焊接理论基
础、焊接成形方法、材料的焊接性、焊接结构工艺设计和焊接工艺设计实例；第4章为粉末冶金成形
技术，主要介绍粉末冶金理论基础、粉末冶金工艺和粉末冶金制品实例；第5章为金属复合成形技术
，主要介绍金属液态与固态复合成形技术、金属半固态成形技术；第6章为高分子材料成形技术，主
要介绍高分子材料成形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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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材料成形技术基础》将材料成形的科学理论和材料成形技术融为一体，在注重材料成形基本科
学理论的同时，重点介绍各种成形技术，并融合了大量的新技术，体现了材料成形技术的发展前沿动
态。
《材料成形技术基础》较为全面地介绍了金属材料成形技术、高分子材料成形技术、无机非金属材料
成形技术和复合材料成形技术。
《材料成形技术基础》编写了大量的工艺案例，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拓宽学生的工程思
维。
《材料成形技术基础》共分8章，分别为铸造成形技术、塑性成形技术、焊接成形技术、粉末冶金成
形技术、金属复合成形技术、高分子材料成形技术、无机非金属材料成形技术和复合材料成形技术。
　　《材料成形技术基础》可作为高等学校机械类和近机械类专业的教材，也可作为材料科学与工程
学科相关专业的教学参考书，还可作为相关专业技术人员的参考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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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1 铸造成形理论基础金属由液态转变为固态的过程称为凝固。
凝固后的固态金属通常条件下是晶体，所以又将这一转变过程称为结晶。
结晶是原子从不规则排列转变为规则排列的过程。
绝大多数金属的制造都要经历熔炼和铸造过程，因而也就都要经历由液态转变为固态的结晶过程。
由于金属结晶时形成的组织与其各种性能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研究金属结晶过程的基本规律，对
改善金属材料的组织和性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另外，液相向固相的转变又是一个相变过程，掌握结晶过程的基本规律将为研究其他相变奠定基础。
纯金属和合金的结晶都遵循着结晶的基本规律，只是合金的结晶比纯金属的结晶要复杂些，为了便于
研究，这里先介绍纯金属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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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材料成形技术基础》是高等学校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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