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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迅猛发展，全国金工系列课程改革已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为适应目前高等
院校本科机械类、近机械类专业工程材料工艺学课堂教学的需求，特编写《工程材料工艺学》一书，
分为热加工部分和冷加工部分，其中本书为热加工部分。
　　工程材料工艺学内容在保留必要的传统制造工艺的基础上，引进了多学科结合的制造技术工艺，
在保持传统教学内容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的教学内容和技术经济分析的内容。
　　本教材编写注意了如下特点：　　（1）符合高等工科院校机械类专业的培养目标及教育部工程
材料及其机械制造基础课程指导小组制定的《高等工业学校工程材料成形及制造技术基础教学基本要
求》的精神。
考虑到对历史的继承，兼顾发展又紧密联系现代，为方便应用，本书定名《工程材料工艺学》；针对
多数院校现有的教学条件，本书以常规机械制造方法为主，增加了其他工程材料（塑料、橡胶、陶瓷
和复合材料等）成形工艺和零件结构工艺分析等。
　　（2）增加了相关技术领域最新进展的介绍。
力求科学、系统、先进、实用。
既注重学生获取知识、分析问题与解决工程技术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又力求体现对学生工程素质和
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通过课堂教学强化大学毕业生从事工程实践能力的理论基础。
　　（3）与编者已出版的教材《工程材料及其热处理》配合紧密。
　　（4）全书名词术语和计量单位采用最新国家标准及其他有关标准。
　　（5）本书坚持叙述简练、深人浅出、直观形象、图文并茂的特点的同时不使篇幅过大。
　　本书由崔明铎担任主编并统稿，成红梅、马海龙、李莹任副主编。
山东建筑大学博士生导师许斌、张保议教授对本书进行了认真审阅并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
参加本书编写的还有：汤爱君、钟佩思、刘梅、秦月霞、闫玉芹、李英杰、李静、崔浩新、米丰敏等
。
　　在编写中参考了有关教材和相关文献，并征求了有关领导与相关企业人士的意见，在此向上述人
员一并表示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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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根据国家教育部最新颁布的“工程材料与机械制造基础课程教学基本要求”并结合我国普通高校
多年来的教学改革经验编写。
    本书以工程材料的成形技术为主线，以各类零件结构设计为重点，注重理论知识与生产技术相结合
的原则，针对“中国制造”发展实际和需要，加大了成形工艺设计的比例，强调产品结构工艺设计中
经济分析的理论与方法，侧重应用性人才培养。
全书内容包括：铸造成形、塑性成形、连接成形、非金属制品的成形、切削成形及零件结构成形工艺
分析等。
　　本书可作为高等工科院校本科、专科、高职和成人教育等层次院校的通用教材，也可供其他有关
专业的师生和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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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已有数据表明，在机床和通用机械中铸件质量占70％～80％，汽车中铸件质量约占20％，锻件质
量约占70％；飞机上的锻件质量约占85％；家用电器和通信产品中60％～80％的零部件是冲压件和塑
料成形件；世界钢材总产量一半多是通过焊接制成构件或产品后投入使用的。
以轿车为例，汽车发动机中的缸体、缸盖、活塞等一般都是铸造而成，连杆、传动轴、车轮轴等是锻
造而成，车身、车门、车架、油箱等是经冲压和焊接制成，车内饰件、仪表盘、车灯罩、保险杠等是
塑料成形制件，轮胎等是橡胶成形制品。
显然，没有先进的材料成形工艺，就没有现代制造业。
　　改革开放以来，通过技术引进和技术创新，我国的材料成形工艺技术得到了高速发展，我国成为
公认的世界主要制造业中心。
我国制造生产的产品在质量、品种和产量上都比过去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如彩电、手机、洗衣机等许
多重要产品的产量已居世界第一，不仅满足了国内市场的需求，也以强大的竞争力不断扩展其在国际
市场上的占有率，表现出了我国经济充满活力、蒸蒸日上。
　　当然，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材料成形技术水平上还存在差距，尤其是在技术创新能力和企业核
心竞争力方面的差距还很大，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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