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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由于国家教育部调整了本科专业目录，大部分高校开始按材料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设置本科专业
，原有的教材难以满足宽口径的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的需求。
因此，为了适应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课程教学的要求，本书根据普通高等学校材料科学与工程类专业
本科层次新编系列教材大纲的要求，结合编者多年从事材料力学性能的教学和实践经验，并在国内外
相关教材的基础上进行编写。
在内容上力求体现金属材料、无机非金属材料、高分子材料、复合材料的共同的力学基础，旨在整合
成一门宽口径的材料科学与工程的学科基础课。
　　《普通高等学校材料科学与工程类专业新编系列教材：材料力学性能》由东南大学高建明教授担
任主编，武汉理工大学程晓敏教授、东南大学余新泉教授担任副主编。
参加编写的人员有：绪论、第8章由高建明（东南大学）编写；第1章、第3章由余新泉（东南大学）编
写；第2章、第4章由程晓敏（武汉理工大学）编写；第5章由李敏（东南大学）编写；第6章、第7章由
袁华（同济大学）编写。
　　编者在编写过程中引用了一些单位和同志的成果、资料以及图表和照片，在此致以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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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材料力学性能》系统地阐述了材料在静荷载、动荷载作用下的力学性能，材料的断裂和断裂韧
度，材料的摩擦与磨损，材料的蠕变及高温下材料其他的力学性能。
在此基础上，还分别阐述了陶瓷材料、高分子材料、复合材料、水泥混凝土材料的力学性能。
?　　《材料力学性能》可作为高等院校材料科学与工程类专业教材，也可供从事材料研究与开发的工
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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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建明，东南大学教授。
1978年10月考入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土木工程系无机非金属材料专业学习，1982年8月毕业留校
任教，1988年获无机非金属材料专业硕士学位。
1990年8月至1992年2月及1996年11月至1997年11月作为访问学者赴日本爱知工业大学学习。
1993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长期以来，主要从事无机非金属材料的教学、研究、产品开发及建筑材料的检验和试验等工作。
主讲《混凝土科学》、《混凝工程》、《建筑材料》等课程。
研究领域涉及高性能水泥混凝土材料及制品、新型墙体材料、纤维水泥与纤维混凝土、环境友好混凝
土、高强度轻量混凝土、建材企业质量管理技术等方面。
作为项目负责人和主要参加者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攻关项目、省部委项目10余项。
在CCR、CCC、ACI等国内外杂志和学术会议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
先后获得国家发明三等奖、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江苏省科技进步二、三等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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