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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工程材料及机械制造基础是各高校机械类和近机类专业本科生及专科生进入专业领域的入门课程，工
程材料及其成形技术又是工程材料及机械制造基础的重要部分，它既是引导学生使他们掌握基本原理
的理论课程，也是培养学生具有自学能力、独立分析能力的综合训练课程。
本书以教育部最新颁布的《工程材料及机械制造基础课程教学基本要求》和《工程材料及机械制造基
础系列课程改革》为指导，结合目前教改的基本指导思想和原则以及实施素质教育和加强技术创新的
精神，以培养学生具有合理选择工程材料及成形方法、制定相应加工工艺的能力为主要目的，打破原
来工程材料与热加工工艺各成体系、相互交叉重复的局面，建立了工程材料与成形技术统一的新体系
。
本书按照由浅人深、循序渐进、便于教学的思路，首先从工程材料宏观性能的介绍开始，使学生对工
程材料有一个初步的感性认识；随之深入到材料的微观组织结构和材料热处理过程中的组织结构转变
，让学生了解到材料的本质并掌握必要的材料基础理论知识、材料组织结构转变的机理和材料的微观
组织结构对材料宏观性能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通过对金属材料和非金属材料及其成形技术的基本原
理、成形方法和加工工艺等的讲解，使学生建立现代机械制造过程中工程材料及其成形工艺的完整概
念；最后，通过对机械零件的失效分析、合理选材及加工工艺选择的阐述，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同时，系统地总结全书知识。
本书每章最后都附有思考题，便于学生巩固所学过的知识和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
。
  本书由青岛科技大学的赵海霞和刘春廷担任主编，由青岛大学的王东和刘梅担任副主编，由赵海霞
负责统稿，参加编写工作的还有青岛科技大学的许基清和杨化林。
本书由青岛科技大学孟庆东教授负责主审，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限于编者水平，书中难免存在不足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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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教育部最新要求为指导，根据教改最新精神，结合参编老师多年教学经验编写而成。
本书共分九章，分别介绍了工程材料的力学性能、金属材料的基础知识、钢的热处理、金属材料、铸
造成形技术、锻压成形技术、焊接成形技术、非金属材料及其成形技术、  金属零件的失效、选材及
加工工艺的选择等内容。
    本书以培养学生具有合理选择工程材料及成形方法、制定相应加工工艺的能力为主要目的，可作为
材料及相关专业本科及专科院校的教学用书，也可供相关专业技术人员、工艺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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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制作各种有用器件的物质，是人类生产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也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
的一个组成部分。
自从地球上有了人类至今，材料的利用和发展就成了人类文明发展史的里程碑。
从石器时代开始，在经历了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之后，人类进入了农业社会。
18世纪钢铁时代的来临，造就了工业社会的文明。
尤其是近百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社会需求的不断提高，新材料更是层出不穷，出现了“
高分子材料时代”、“半导体材料时代”、“先进陶瓷材料时代”、“复合材料时代”、“人工合成
材料时代”和即将进入的“纳米材料时代”。
目前，能源、信息、生物工程和新材料已成为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文明的四大支柱，而在这四者之中
，新材料又是最重要的基础。
历史证明，每一次重大新技术的发现往往都依赖于新材料的发展，而材料的种类、数量和质量已是衡
量一个国家科学技术、国民经济水平以及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
早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青铜器时代，我国就开始了对工程材料的冶炼和加工制造。
如在夏代，我国就掌握了青铜冶炼术，到距今3000多年前的殷商、西周时期，技术达到当时世界高峰
，用青铜制造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兵器和马饰，得到普遍应用。
河南安阳武官村发掘出来的重达875kg的祭器司母戊大方鼎，不仅体积庞大，而且花纹精巧，造型美观
。
湖北江陵楚墓中发现的埋藏2000多年的越王勾践的宝剑仍闪闪发光，说明人们已掌握了锻造和热处理
技术。
春秋时期，我国开始大量使用铁器，白口铸铁、灰铸铁和可锻铸铁相继出现。
公元1368年，明代科学家宋应星编著了闻名世界的《天工开物》，详细记载了冶铁、铸造、锻铁、淬
火等各种金属加工制造方法，是最早涉及工程材料及成形技术的著作之一，这说明早在欧洲工业革命
之前，我国在金属材料及热处理方面就已经有了较高的成就。
但是，从18世纪以后，长期的封建统治和闭关’自守，严重地束缚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而此时欧洲
发生的工业革命极大地促进了现代工业的快速发展，这时材料的成形加工也从简单的手工操作逐渐过
渡到机械化生产。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科学技术和各生产领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工程
材料及其成形技术也得到了飞速的发展。
工程材料及其成形技术主要研究机械制造过程中的工程材料的应用以及零件毛坯的热加工成形工艺。
2.工程材料的分类工程材料主要是指用于机械、车辆、船舶、建筑、化工、能源、仪器仪表、航空航
天等工程领域的材料，其种类繁多，有许多不同的分类方法。
若按材料的化学成分、结合键的特点进行分类，可以分为金属材料、高分子材料、陶瓷材料和复合材
料四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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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工程材料及其成形技术》为高等学校“十一五”规划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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