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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前人类的生产与生活都与工程技术密切相关，同时工程活动的社会属性与经济、文化、法律、
生态等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随着工程技术与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其互相促进、互相渗透，交叉化、整体化的特征越来越明显。
培养的非工程类人才能否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更好地为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服务
，关键之一就在于他们的综合素质如何，包括工程素质，能否综合经济、社会以及工程技术等诸多方
面的因素，来圆满解决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实际问题。
可见，时代的发展要求非工程类大学生除丰富的专业知识、高度的社会责任和人文涵养外，还须具有
宽泛的工程知识和素养，这样才能具有更强的适应性和创造性，从容面对并促进社会的发展。
这就迫切要求非工程类专业教育改变目前远离工程教育的状态，也要求树立大工程观教育思想，重视
培养学生的工程意识、工程兴趣、工程适应力，积极探索工程素质教育独特的培养模式。
　　为了有效地开展非工程类学生的工程素质教育，促进教育改革，我们编写了本教材。
期望在推动工程素质教育中起到积极的作用，使学生们能够接触工程实际，了解工程技术对推动社会
进步的作用，增强工程意识，将来更好地融入&ldquo;大工程&rdquo;；同时，掌握工程技术领域的一
些基本知识，具备一定的工程观察能力和动手能力，开拓视野，拓宽知识面，提高工程认知能力，为
其走上社会进行必要的能力和知识储备，也利于今后从多角度考虑专业问题，启发在解决专业问题中
的创新思维，真正成为时代需要的专业人才。
　　全书力求内容简洁，重点突出，覆盖面广，选用灵活。
教材以工程素质教育和非工程类学生培养目标为依据，按认知规律构建以工程技术认知基础、典型的
工程技术实例认知、工程新技术了解为三个层次的教学体系；按&ldquo;大工程&rdquo;的系统性、整
体性原则，以设计、制造加工，行业及其典型设备，室内外环境控制工程为三条教学主线组织模块化
内容体系，每模块的实验项目独立可选。
同时，在实验教学方法上，理论与实践（本教材广义地统称为实验）融合一体，结合了我校国家级机
械基础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的教学经验。
　　全书共10章。
第1章和2.1 ～2.3 节由竺志超编写，第3章由杨金林编写，第4章由李湘生编写，第5、8章由胡培钧、祝
洲杰编写，第6章由姚凤编写，第7章由姜永芹编写，第9章由张群艳编写，第10章由姜坪编写，第2.4 
、2.5 、7.3 和8.3 节分别由陈元斌、杨文珍、孙永剑和俞高红编写，全书由竺志超整理统稿，赵匀教授
精心审阅了全书。
教材中借鉴了大量的教学和科研成果，部分已在参考文献中列出，但限于篇幅部分未列，在此对提供
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教材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学校领导和同行的支持，对此表示深切的感谢。
在出版过程中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领导和编辑给予了大力支持，编者在此向他们表示真挚的谢意。
　　本教材可作为高等院校非工程类学生、非机类学生工程素质教育用书，也可用于机械类学生学习
参考。
　　由于我们经验不足，编写水平不高，书中的疏漏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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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在总结浙江理工大学国家级机械基础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的教学经验基础上编写的，教材编写指
导思想是实施非工程类学生的工程素质教育。
全书共分10章，主要包括机械设计基础认知，切削加工认知，成型加工认知，钳工和拆装认知，工装
和技术测量认知，cAM和柔性制造认知，行业典型机械认知，纺织工程认知，环境控制工程认知9个
子模块，共27个相对独立的实验。
    本书特点是按照“大工程”的系统性、整体性原则，以设计、制造加工，行业及其典型设备，室内
、外环境工程控制为三条教学主线组织模块化内容体系，每个模块的实验项目独立可选；教学内容具
有新颖性、实用性，教学组织将理论与实践融为一体。
    本教材可作为高等院校非工程类学生、非机类学生工程素质教育用书，也可用于机械类学生学习参
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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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线认知实验  8．3  步行式水稻插秧机认知实验第9章  纺织工程认知  9．1  缫丝机认知实验  9．2  纺
纱机认知实验  9．3  并纱机认知实验  9．4  倍捻机认知实验  9．5  丝织机认知实验第10章  环境控制工
程认知  10．1  室内环境控制(温、湿度控制)认知实验  10．2  城市污水处理过程认知实习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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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指导教师理论知识讲解　　材料的基本性能包括力学性能，如强度、刚度、硬度、塑性、韧性
等；物理性能，如熔点、导热性、导电性、热膨胀性等；化学性能，如耐蚀性、抗氧化性等。
　　机器中零件的常用材料主要是金属材料和非金属材料两大类。
金属材料包括钢铁金属（是指铁和铁的合金）和非铁合金（指除钢铁金属外的金属和合金）。
在钢铁材料中，常用的是铸铁和钢材，非铁合金中常用的是铜、锡、铅、锌、铝以及黄铜、青铜、铝
合金和轴承合金等，而在非金属材料中用的最多的是工程塑料。
金属零件通常还可以通过热处理使其材料的性能改变，从而获得零件所需要的工作性能。
塑料零件表面可以涂层处理，以获得需要的表面状态。
　　（1）铸铁铸铁是指含碳量大于2.1 ％的铁碳合金，具有优良的铸造性，可制成复杂零件，一般有
良好的切削加工性能，另外具有良好的耐磨性和消震性，价格低等特点。
目前用得最多的是灰铸铁和球墨铸铁。
灰铸铁具有良好铸造性能、切削加工性好，减磨性、耐磨性好，加上它熔化配料简单，成本低、广泛
用于制造结构复杂铸件和耐磨件。
球墨铸铁的抗拉强度、屈服强度、塑性、冲击韧度高，并具有耐磨、减震、工艺性能好、成本低等优
点，现已广泛替代可锻铸铁及部分铸钢、锻钢件，如曲轴、连杆、轧辊、汽车后桥等。
牌号表示如灰铸铁HT100，球墨铸铁QT400-17，数字分别表示抗拉强度和伸长率值。
　　（2）钢材按化学成分分类有碳素钢和合金钢两类。
碳素钢按含碳量分为低碳钢（含碳量&le;0.25％）、中碳钢（含碳量一0.25％～0.6％）和高碳钢（含碳
量&ge;0.69／6）。
碳素钢的性能主要取决于含碳量，含碳量增加，钢的强度、硬度升高，塑性、韧性和可焊性降低。
论品质，优质碳素钢规定硫、磷的允许含量比普通碳素钢低，所以综合力学性能比普通碳素钢好。
常见普通碳素钢牌号如Q235A、Q235B等，优质碳素钢牌号如45、$50C等。
按用途又分为碳素结构钢和碳素工具钢，前者主要用于制造强度要求不高的各种结构件和机器零件，
一般属低碳钢和中碳钢，是一种应用最广、用途最大的钢材；后者用于制造刀具、量具、模具等，一
般属高碳钢。
而合金钢是钢材在冶炼时加入一定量的微量元素而成的，其结果是钢的力学性能得到提高，加工工艺
性能得到改善，有时可以获得某种特殊的理化性能。
按合金元素含量分为低合金钢（合金元素总含量10％）。
合金钢常用于重要的零件制造，或有特殊要求的零件。
按特性和用途又分为合金结构钢、不锈钢、耐酸钢、耐磨钢、耐热钢、合金工具钢、滚动轴承钢、合
金弹簧钢和特殊性能钢（如软磁钢、永磁钢、无磁钢）等。
　  &hellip;&hellip;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工程素质认知教程>>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