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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1世纪全国高等院校物流专业创新型应用人才培养规划教材：物料学》在对一般物料的分类、
主要特性、性质代号及物理参数等基本知识概述的基础上，系统地介绍了钢材、有色金属及其合金等
主要金属物料，木材、煤、石料与集料、高分子材料、陶瓷材料及复合材料等主要非金属物料以及水
泥、气硬性胶凝物料和沥青等胶凝物料的性质、特点、应用及贮运；介绍了氧气、氮气、氢气、碳氧
化合物和天然气等流体物料的主要物理性质、化学性质、应用、贮运及环保要求等专业知识。
　　《21世纪全国高等院校物流专业创新型应用人才培养规划教材：物料学》既注重基本概念、基础
理论的学习，又紧密结合物流领域前沿发展和应用前景。
整体架构科学、系统性强、知识点新、图文并茂，充分体现了物流工程专业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
。
　　《21世纪全国高等院校物流专业创新型应用人才培养规划教材：物料学》适合于高等教育物流工
程、物流管理等专业本、专科学生使用，也可作为物流从业人员的培训、自学和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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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章物料的基本知识 1.1物料的分类 1.1.1制造企业物料的分类 1.1.2建筑行业物料的分类 1.1.3从物流角
度考虑的物料分类 1.2物料的特性 1.2.1粒度（块度） 1.2.2密度 1.2.3固体物料的硬度 1.2.4自然堆积角（
休止角、安息角） 1.2.5 内摩擦角（塌落角、下塌角） 1.2.6外摩擦角 1.2.7流动性 1.2.8比表面积 1.2.9黏
结性和附着性 1.2.10起拱性 1.2.11磨琢性 1.2.12腐蚀性 1.2.13可燃性 1.2.14毒性 1.2.15爆炸性 1.2.16导电性
和静电性 1.2.17放射性 1.2.18液体的黏度 1.2.19流体的压缩性及压缩系数 1.2.20流体的膨胀性 1.2.21流体
的扩散性 1.2.22液体的表面张力与毛细（管）现象 1.3常用散状固体物料的性质代号及物理参数 1.4湿物
料的基本知识 1.4.1物料的湿含量 1.4.2湿物料的分类 1.4.3物料和湿分的结合形式 1.4.4物料湿含量的测定
本章小结 习题 第2章金属物料 2.1钢材 2.1.1钢的分类 2.1.2各种钢材的符号表示方法及涂色标记 2.1.3常
用钢材的品种与规格 2.1.4常用钢材的性能及使用 2.1.5钢材的保管与防腐处理 2.2有色金属及其合金
2.2.1铝及铝合金 2.2.2镁及镁合金 2.2.3铜及铜合金 2.2.4钛及钛合金 2.2.5轴承合金 2.2.6有色金属的保管及
养护处理 本章小结 习题 第3章非金属物料 3.1木材 3.1.1木材的特点及宏观特征 3.1.2木材的主要性质
3.1.3主要木材产品及其保管 3.2煤 3.2.1煤的元素组成 3.2.2常用的煤质指标 3.2.3煤的分类 3.2.4各类煤的
性质和主要用途 3.2.5主要工业用煤的技术要求 3.2.6煤的风化、氧化、自燃和贮存 3.3石料与集料 3.3.1
石料 3.3.2集料 3.3.3矿质混合料组成设计 3.4高分子材料 3.4.1高分子材料概述 3.4.2高分子材料的性能特
点 3.4.3常用高分子材料 3.4.4高分子材料老化与防老化 3.5陶瓷材料 3.5.1陶瓷材料概述 3.5.2工程结构陶
瓷材料 3.5.3陶瓷材料的强度设计 3.5.4金属陶瓷 3.6复合材料 3.6.1复合材料概述 3.6.2增强材料及其增强
机制 3.6.3常用复合材料 3.6.4复合材料失效分析 本章小结 习题 第4章胶凝物料 4.1水泥 4.1.1水泥的分类
4.1.2硅酸盐水泥 4.1.3我国五大品种水泥及常用的特种水泥 4.1.4水泥的使用和管理 4.2气硬性胶凝物料
4.2.1石膏 4.2.2石灰 4.2.3镁质胶凝物料 4.2.4水玻璃 4.3沥青 4.3.1沥青及其分类 4.3.2石油沥青 4.3.3煤沥青
4.3.4乳化沥青 4.3.5改性沥青 本章小结 习题 第5章流体物料 5.1氧气 5.1.1氧气的物理性质 5.1.2氧气的化
学性质 5.1.3氧气的用途 5.1.4氧气的贮存、运输及安全 5.2氮气 5.2.1氮气的物理性质 5.2.2氮气的化学性
质 5.2.3氮气的用途 5.2.4氮气的贮存和运输 5.3氢气 5.3.1氢气的物理性质 5.3.2氢气的化学性质 5.3.3氢气
的用途 5.3.4氢气的贮存和运输 5.4碳氧化合物 5.4.1物理性质 5.4.2化学性质 5.4.3用途 5.4.4贮存、运输及
安全环保 5.5天然气 5.5.1天然气的类别与组成 5.5.2天然气的视相对分子质量、密度和相对密度 5.5.3天
然气的状态参数及临界状态 5.5.4天然气的蒸气压、含水量和溶解度 5.5.5天然气的热力学性质 5.5.6天然
气的质量标准 5.5.7天然气的用途 本章小结 习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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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钢的主要成分是铁和碳，在理论上凡含碳量在2%以下，含有害杂质较少的铁碳合
金可称为钢。
 炼钢的原理就是将熔融的生铁进行氧化，使碳的含量降低到一定限度，同时把其他杂质（硅、锰、硫
、磷等）的含量也降低到允许范围之内。
目前我国常用的炼钢有空气转炉法、氧气转炉法、平炉法及电炉法。
 2.1.1钢的分类 按照钢的化学成分、品质、冶炼方法、金相组织和用途的不同，可对钢进行不同的分类
。
 1.按冶炼方法分类 按冶炼设备的不同，即炼钢方法不同，分为平炉钢、转炉钢和电炉钢3大类。
 （1）平炉钢一般都是碱性的，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在酸性平炉中炼制。
平炉炼钢时间长，以煤气或重油作燃料，成分较易控制，质量好。
 （2）转炉钢可以分为空气转炉和氧气转炉钢，按吹气方位还可以分作底吹、侧吹和顶吹转炉钢，还
有顶吹、底吹复合法吹炼。
我国大量生产的是空气转炉钢和氧气转炉钢。
 大量的碳素钢和低合金结构钢都是在转炉和平炉中炼制的。
 （3）电炉钢分为电弧炉钢、感应电炉钢、真空电炉钢和电渣炉钢。
工业上大量生产的是碱性电弧炉钢。
合金钢多数是电炉炼制的。
 根据脱氧程度和浇注程度的不同，钢可分为沸腾钢、镇静钢和介于二者之间的半镇静钢。
沸腾钢脱氧不充分，故浇注后在钢液冷却时有大量一氧化碳气体外逸，引起钢液激烈沸腾，故称沸腾
钢。
镇静钢脱氧较完全，浇注时钢液平静地冷却凝固。
 沸腾钢和镇静钢相比较，沸腾钢中碳和有害杂质磷、硫等的偏析（元素在钢中的分布不匀，富集于某
些区间的现象称为偏析）较严重，钢的致密程度差。
故沸腾钢的冲击韧性和焊接性能较差，特别是低温冲击韧性的降低更为显著。
从经济上比较，沸腾钢只消耗少量的脱氧剂，钢锭的收缩孔减少，成品率较高，故成本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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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1世纪全国高等院校物流专业创新型应用人才培养规划教材:物料学》既注重基本概念、基础理论的
学习，又紧密结合物流领域前沿发展和应用前景。
整体架构科学、系统性强、知识点新、图文并茂，充分体现了物流工程专业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
。
适合于高等教育物流工程、物流管理等专业本、专科学生使用，也可作为物流从业人员的培训、自学
和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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