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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工程陶瓷材料的加工技术及其应用》共7章，第1章介绍以结构陶瓷（包括刀具陶瓷材料）和功
能陶瓷（包括石英晶体、光学玻璃）为主的工程陶瓷材料及其应用研究的新成果，介绍其物理力学性
能及应用领域；第2～5章系统地介绍了陶瓷材料切削加工、磨削加工、光整加工及特种加工新技术、
新工艺，依次介绍其加工机理、加工方法、加工特性、新技术、新工艺及国内外研究发展动向，并介
绍了加工实例；第6章介绍陶瓷零件表面、亚表面质量评定要素的检测仪器、检测原理与方法、表面
质量的评价与预报；第7章介绍陶瓷材料及其制品在各工程领域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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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于思远，1935年生，浙江桐乡人。
中共党员。
天津大学机械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高校金属切削研究会副秘书长、常务理事、华北分会副理事长
，天津市机械加工学会常务理事。
1965年天津大学机制专业研究生毕业。
1990年赴英国合作研究半年。
长期从事教学工作。
讲授金属切削原理及刀具、齿轮学、金属切削理论等课程。
主要研究方向是难加工材料及工程陶瓷高效率加工，精密、超精密加工机理及应用技术的研究；数控
机床及其工艺装备的研制。
近年来承担了五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两项省市部委基金和两项国家重点攻关项目，其中“陶瓷材料
切削。
磨削及超精切削机理研究”，1990年通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组织的鉴定；“陶瓷材料冷加工技术”
，1992年获国家教委科技二等奖；“加工陶瓷用的金刚石镀层端铣刀”，1989年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1991年获国家教委科技二等奖：“工程陶瓷及硬脆材料高效率加工技术”，1997年获天津市科技进
步三等奖；“陶瓷材料加工技术及应用”，2000年获教育部科技进步三等奖。
在国家一、二级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50余篇；参编专著及教材3部。
1982年被评为天津市教书育人先进个人，培养硕士生16名，已有12名获硕士学位，培养博士生5名，已
有4名获博士学位（其中1名为也门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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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工程陶瓷材料　　1．1 工程陶瓷材料概述　　1．1．1 引言　　材料是指具有满足指定工作
条件下使用要求的形态和物理性状的物质，是组成生产工具的物质基础。
材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里程碑。
时代的发展需要材料，而材料又推动时代的进步。
所以，人们通常把能源、材料、信息并列为现代科学技术的三大支柱。
材料不仅是人类进化的标志，而且是社会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与先导。
20世纪80年代，人们把新型材料、生物工程和信息作为产业革命的重要标志。
材料，尤其是新型材料的研究、开发与应用，直接反映着一个国家的科学技术与工业水平，它关系到
国家的综合国力与安全，因此各发达国家无不把材料放在重要地位来发展。
1978年，我国科学大会将材料科学技术列为八个新兴的综合性科学技术领域之一，此后各个五年计划
中，一直把材料科学技术作为重点发展的领域之一。
　　材料的核心问题是结构和性能。
为了深入了解和理解材料的各种变化过程和现象，如屈服过程、变形过程、断裂过程、相变过程，以
及材料的各种性能，必须对结构有较深入的掌握。
材料的性能是由材料的内部结构决定的，而结构的形成又与外界条件有关。
材料的加工过程亦是如此，不同结构的材料，性能往往相差很大，因而导致其加工特性有很大变化。
　　材料的组成对材料的电学、磁学、热学、光学乃至耐蚀性能、加工性能都有重要影响，尤其是电
子的排列会影响原子的键合，使材料表现出金属、陶瓷或高分子材料的固有属性。
金属、陶瓷和某些高分子材料在空间均具有规则的原子排列，或者说具有晶体的构造。
晶体结构会影响到材料的诸多物理性能，如强度、塑性、韧性等。
石墨和金刚石都是由碳原子组成，但二者原子排列方式不同，因此强度、硬度及其他物理性能差别明
显。
当材料处于非晶态，即玻璃态时，与晶体材料相比，性能差别也很大。
非晶态金属比晶态金属具有更高的强度和耐蚀性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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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工程陶瓷材料的加工技术及其应用》可供高等院校机械制造及相关专业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使
用，也可供从事陶瓷材料及其加工技术科研与生产单位的科技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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