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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为适应21世纪人才培养要求，并遵循机械基础课程体系与内容的改革精神，根据原国家教委
颁发的《工程材料及机械制造基础课程教学基本要求》，在总结近年来教学改革的研究和教学实践经
验的基础上编写而成。
本书集工程材料与毛坯成形工艺为一体，较广泛、深入地介绍了以下内容：金属材料的性能、结构、
种类及应用，非金属材料的组成、制备及应用，金属材料的热处理理论和工艺，金属材料的成形工艺
——液态成形、塑性成形、焊接连接，非金属材料的成形技术一压制、挤出与注射等方面的知识。
　　本书的编写目的是：在众多材料类书籍中力求写作风格新、内容新，使学生对教材不产生畏难情
绪，增强教材的可读性，突出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学生通过对本书的学习应基本掌握金属材料与非金属材料的组织结构与性能之间的关系；基本掌握为
保证机械零件的使用性能和加工工艺性能所必须采用的热处理工艺方法的基本知识；基本掌握常用工
程材料的种类及根据不同的机械零件进行选材的知识；同时还要掌握获得高质量机械零件毛坯的合理
的成形方法方面的知识。
　　本书共10章，一般情况下可安排50～60学时进行讲授，其中，18～24学时讲授金属材料，16～20
学时讲授热处理理论与热处理工艺，4个学时讲授非金属材料与非金属材料的成形，金属的塑性成形
、铸造、焊接各讲授4个学时。
根据学生所学的专业不同，可进行相关章节的学时调整，有些章节可供学生自学。
　　不管是从事机电一体化专业还是从事近机类专业，凡涉及金属材料机械零件的工程技术问题，都
应该掌握金属材料、热处理工艺方面的知识。
所以，本书侧重于对金属材料和热处理方法及其具体工艺进行较系统、深入、全面的阐述。
　　本书的编写策划全过程由侯俊英副教授和王兴源教授共同完成，参加编写的还有博士生导师赵程
教授、王守城教授、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的程俊伟博士、青岛科技大学的赵朋成博士后、张淼讲师
、青岛新东机械有限公司的胡尔建工程师、机械工程训练中心的丁昌京工程师和青岛科技大学的赵燕
伟研究生。
　　本书承蒙博士生导师李镇江教授审阅，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不足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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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根据21世纪全国高等教育创新型人才培养要求，遵循机械基础课程体系与内容的改革精神，根
据原国家教委颁发的《工程材料及机械制造基础课程教学基本要求》，在总结近年来教学改革的研究
和多年教学实践经验及山东省精品课程建设的基础上编写而成。
    本书集工程材料与毛坯成形工艺为一体，共分10章。
内容包括金属材料的性能、结构、种类及应用，非金属材料的种类及应用，金属材料的热处理理论、
工艺和实践，金属材料的成形工艺——液态成形、塑性成形、焊接连接，非金属材料的成形技术——
压制、挤出与注射等方面的知识。
    在众多同类书籍中，本书力求写作风格新、内容新，增强教材的可读性，突出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本书除可作为机电类、近机类专业学生的教材之外，也可供从事金属材料工程方面工作的工程技术人
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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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金属的性能与结构　　1.1　金属的性能　　金属材料是现代机械制造业中最常用的材料
。
在各种交通运输机械、矿山机械、石油化工机械、冶金设备、动力设备中，金属制品大约占90％。
金属材料之所以获得如此广泛的应用，主要是因为它具有制造机械零部件所需的物理、化学和力学性
能，而且还可用较为简便的加工工艺制成机械零件，即具有良好的工艺性能。
　　1.1.1　金属的使用性能　　1.物理性能　　金属及合金的物理性能主要有密度、热膨胀性、导电
性、磁性、导热性、熔点和金属光泽等。
　　金属具有高的导热性。
金属中的正离子不停地在自己的平衡位置上进行热振动是热传递的一种形式，自由电子的自由运动是
热能传递的另一种重要形式，这两种热传递形式的叠加是金属具有高导热性的原因。
　　金属具有高的导电性。
金属中的自由电子在不停地进行运动，那么，在微弱的电场的作用下，金属中的自由电子便可作定向
的加速运动，形成电流，这就是金属具有良好的导电性的原因。
　　金属的可锻性。
所谓金属的可锻性就是指金属在外力作用下，能够发生塑性变形的能力，也就是在外力的作用下，金
属晶体中各层原子间发生的相对位移的能力。
由于金属是在正离子和自由电子的电力作用下结合在一起的，因而，当受到外力作用发生塑性变形时
，金属仍能保持金属键的结合力使其具有产生塑性变形而不断裂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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