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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工程材料及机械制造基础》是编者在总结近几年教学改革经验的基础上编写的。
本书内容精练，理论阐述简明，文字简洁。

　　《工程材料及机械制造基础》分为工程材料与机械制造基础两篇。
工程材料篇主要阐述各种常用工程材料的化学成分、金属热处理原理与工艺、组织结构、使用性能及
实际应用等方面的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为机械零件及工程结构等的设计、制造和正确使用提供有关
合理选材、用材的必要理论指导和实际帮助。
机械制造基础篇主要阐述金属机件成形工艺，主要包括：
金属材料铸造、压力加工和焊接生产过程的基本原理、材料的热加工工艺性能、各种热加工工艺的特
点和适用范围、机械零件的结构工艺性等知识。
此外，为了适应经济与社会发展，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教材中有意识地增加了部分先进材料成形工艺
方面的知识，具有一定的时代特色。

　　《工程材料及机械制造基础》可作为高等院校机械类或机电类专业本科生使用的教材，也可供高
职高专与成人高校师生及有关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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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篇 工程材料　　材料、能源、信息被人们称为现代技术的三大支柱，而能源和信息的发展，
在一定程度上又依赖于材料的进步。
例如，要提高热机效率，必须提高工作温度，所以要求制造热机的材料在高温下具有足够的强度、韧
度和耐热性。
这是一般钢铁材料无法达到的。
而用新型陶瓷材料制成的高温结构陶瓷柴油机可节油30%，热机效率可提高50%。
目前甚至还研制出在1400℃工作的涡轮发动机陶瓷叶片，大大提高了效率。
由此可见，开发新材料可提高现有能源的利用率。
半导体材料、传感器材料、光导纤维材料的开发，促进了信息技术的提高与发展。
未来新型产业的发展，无不依赖于材料的进步。
例如，开发海洋探测设备及各种海底设施需要耐压、耐蚀的新型结构材料；卫星宇航设备需要轻质高
强的新材料；在医学上，制造人工脏器、人造骨骼、人造血管等要使用各种具有特殊功能且与+人体
相容的新材料。
由于材料在人类社会中的重要作用，许多国家把材料科学作为重点发展的学科，而材料的品种、数量
和质量也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科学技术和国民经济水平以及国防力量的重要标志之一。
　　材料是人类生产和生活所必需的物质基础。
人类的衣食住行都离不开材料，从日常用的器具到高技术产品，从简单的手工工具到复杂的航天器、
机器人，都是用各种材料制作而成或由其加工的零件组装而成。
纵观人类历史，每一种新材料的出现并得以利用，都会给社会生产与人类生活带来巨大的变化。
材料的发展水平和利用程度已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之一。
例如，没有半导体材料的工业化生产，就不可能有目前的计算机技术；没有高温高强度的结构材料，
就不可能有今天的航空航天工业；没有光导纤维，也就没有现代化的光纤通信。
　　材料的发展经历了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天然到合成的发展历程。
近半个世纪来，材料的研究和生产以及材料科学理论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1863年第一台金相光学显微镜问世，促进了金相学的研究，使人们步入材料的微观世界。
1912年发现了X射线，开始了晶体微观结构的研究。
1932年发明的电子显微镜以及后来出现的各种先进！
分析工具，把人们带到了微观世界的更深层次。
一些与材料有关的基础学科（如固体物理学、量子力学、化学等）的发展，又有力地推动了材料研究
的深化。
未来，人工合成材料将得到更大的发展，进入金属材料、高分子材料、陶瓷材料及复合材料共存的时
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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