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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工程材料是用于各工业部门中制造结构件的材料，这些部门包括机械、电子、建筑、化工、仪器
仪表、航空航天、军工等所有工业部门。
本书是从工程应用角度出发，阐明工程材料的基本理论及工程材料的成分、加工工艺、组织、结构与
性能之间的关系，介绍了金属材料、高分子材料、陶瓷材料、复合材料等常用工程材料及热成型工艺
与应用基本知识，使广大工程技术人员和学生具备根据零件的使用条件和性能要求合理选用工程材料
的能力，根据所选材料合理设计零件结构和制定零件工艺路线的能力。
　　《工程材料及热成型工艺》根据高等工科院校机械类专业的《工程材料及机械制造基础》课程相
关教学大纲和教学基本要求编写，可作为高等院校机械类专业学生的教材，也可供有关工程技术人员
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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