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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高职高专机电类专业规划教材。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金属材料的力学性能，金属与合金的晶体结构及结晶，铁碳合金与碳素钢，钢的
热处理，合金钢，铸铁，有色金属与非金属材料，铸造，锻压成形，焊接，金属切削加工基础，机械
零件和工具的选材及加工工艺设计。
注重内容的实用性与针对性。
    本书可作为高职高专机电类专业的教材，也可供中等专业学校机械类专业的学生选用，同时可供相
关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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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金属材料的力学性能　　机械工程材料种类繁多、发展迅速，是现代化工业生产和科学
技术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
它们之所以获得了广泛应用，主要是由于其具有许多优良性能，这些性能包括使用性能，如物理性能
（密度、熔点、热导率、电导率、磁性等）、化学性能（耐腐蚀性、抗氧化性、化学稳定性等）、力
学性能（强度、塑性、韧性、硬度等）和工艺性能（铸造性、锻压性、焊接性、切削加工性、热处理
性等）。
只有全面了解材料的各种性能，才能做到正确、经济、合理地选用材料。
　　由于多数机械零件在常温、常压、非强烈腐蚀性介质中工作，所以其物理、化学性能一般可不予
考虑。
但是，各种机械零件在使用过程中都会受到不同的力的作用，一般力学性能是各项性能中最常用、最
重要的性能。
人们常把材料在力的作用下所显示的与弹性和非弹性反应相关或涉及应力一应变关系的性能（即在力
的作用下表现出来的性能）称为力学性能，主要有强度、塑性、硬度、韧性、疲劳极限等。
　　1.1　强度和塑性　　材料受力时，其原子的相对位置发生改变，宏观表现为形状、尺寸的变化，
这种变化称为变形。
变形一般分为弹性变形和塑性变形。
当外力不大时，一旦去除外力，则变形随之消失，这种变形称为弹性变形；若外力卸去之后，变形仍
然长久保持，这种变形称为塑性变形或永久变形。
　　1.1.1　拉伸试验与拉伸曲线　　拉伸曲线，即拉伸试验时拉伸力与伸长量之间的对应关系曲线，
一般在拉伸试验机上自动绘出，如图1.1（a）所示。
试验时先将被测材料制成标准试样，如图1.1（b）所示。
然后将试样装夹在拉伸试验机上，慢慢地增加拉伸力，试样不断地产生变形，直至被拉断为止（试验
方法详见GB 228～1987《金属拉伸试验》）。
通过拉伸力一伸长量曲线，即可得出强度指标和塑性指标，这些指标是评定金属材料力学性能的主要
依据。
　　1.1.2　强度　　强度是指材料抵抗永久变形和断裂的能力。
强度的大小通常用应力表示。
应力是指试验过程中的力除以试样原始横截面积的商，用符号dr表示，单位为MPa（兆帕）。
常用的强度指标有屈服点、规定残余伸长应力、抗拉强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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