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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任何物体均是存在于一定的温度环境之中的，构成物体的材料物理性能或形体在不同温度环境下
将受到一定的影响，人们常言的材料热胀冷缩现象也已成为人皆知晓的自然现象，因此人类的生活、
生产和科技活动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温度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客观规律。
现代科学知识告诉我们，人们可以发现自然规律并利用它来为人类服务。
　　在工程技术与科技活动中，温度的影响尤为显著，特别是高性能高精度机械工程与仪器科技中，
温度已成为影响机械与仪器性能及精度的重要或关键的因素，因此人们多年来一直重视对温度的影响
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一定成果。
由费业泰主持的学科组，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原机械工业部技术发展基金和教育部博士学科点专项
基金等大力支持下，近30年来连续获得8个高水平资助项目和3项合作研究课题，其中国家自然基金资
助项目6个。
我们先后共有20余位师生（其中包括博士和硕士研究生18人）投入研究工作，对机械热变形理论及应
用技术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取得了具有一定新颖性和实用性的创新成果。
　　机械热变形理论及应用研究，涉及多学科领域，在理论与实践上均具有相当难度，本学科组坚持
不懈，克服多重困难，使研究工作不断深入，取得了新进展和创新成果，其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
研究了传统机械热变形理论存在的不足，给予补充完善及新解释；二是对传统理论中没有研究而又具
有重要性的问题进行了深人研究，提出了新的理论与认识；三是对传统理论研究过的但又有不妥之处
的问题提出了更为科学的理论。
这三方面的理论与实践成果在本书各章相关内容中均有详细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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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学科组的机械热变形理论及研究取得的多项研究成果已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重要影响，并得到国家
有关部门的重视，共有40余位省部级领导、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领导和院士来本学科组研究实验室参
观指导，其中包括原机械部包叙定部长，教育部周济部长，雷天觉院士、金国藩院士、刘先林院士、
李同保院士等20余位院士，他们对本学科组的研究成果均给予充分肯定与高度评价，同时给予大力支
持，这对我们研究工作的持久深入是巨大鼓舞。
    为了对我们的研究工作与成果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并发挥广泛的社会效应，在国防科技图书出版
基金的支持下，我们撰写了这本机械热变形理论及应用专著。
根据多年来的研究成果，我们拟定了本书体系、纲目与各章内容，并由参加实际研究工作的几位教师
和研究生分别撰写有关章节。
全书由费业泰主持撰写及修改定稿，并撰写第1章，李桂华博士、副教授撰写第2章，卢荣胜博士、教
授撰写第3章，黄强先博士、教授撰写第4章，胡鹏浩博士、教授撰写第5章，罗哉博士、副教授撰写
第6章，苗恩铭博士、副教授和李光珂硕士共同撰写第7章。
此外，李光珂硕士还参加全书各章统稿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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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绪论　　1.1 热变形误差研究的重要意义　　物体材料具有热胀冷缩的现象，这是人人皆
知的自然规律。
人类的任何活动均是在一定温度环境条件下进行的，因此人类各种活动受到温度的影响也是不可避免
的。
随着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不断研究并掌握了温度对自然界以及生活、生产和科技活动的
影响规律，并利用这种规律为各种实际活动服务，使其达到最佳状态与效果。
中国是世界上较早感知和利用控制热现象的国家，《考工记》生动记载了公元前五世纪中国冶炼工匠
已能通过火焰的颜色判定炉中金属的温度，以控制冶炼质量。
公元前261年—256年，李冰父子在都江堰工程中用“积薪烧之”方法，利用热胀冷缩规律开山劈岭。
公元前约120年，中国人已发明了利用热空气向上流通来推动“走马灯”转动。
与此同时，其他文明古国也有相应利用温度效应的记载，为人类社会进步作出了贡献。
在18世纪，最早将材料热膨胀现象作为科学问题来研究的是荷兰天文学家Petrus Von Musschenbrock。
1730年他研究了钟摆杆热膨胀对钟摆周期的影响，发现钟摆长度的变化引起了计时误差，后来对几种
材料的热膨胀进行测量，结果发现铁的热膨胀最小，最后得出结论，认为用铁制作钟摆杆最为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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