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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工程材料学”课程是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的一门专业课。
“工程材料学”课程的任务是从材料研究、制备方法和材料应用的角度出发，阐明材料的基本理论，
了解材料的成分、制备工艺、组织结构与性能之间的关系。
通过学习本课程，使学生在掌握材料基本知识的基础上，具备从事新材料与新技术的设计、制造和应
用的能力。
　　材料、能源、信息和生命科学是当代科学技术的四大支柱，而材料又是人类社会生活和所有科学
、技术的物质基础。
学习和掌握工程材料学的基本知识对于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及其相关专业的学生是十分必要的。
　　本书是根据教育部制订的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教学大纲编写的，可以作为高等学校材料科学与工
程专业及相关专业学生的教材；也可以作为参考书，供从事材料领域研发和技术工作的专业人员学习
、阅读。
　　本教科书在编写过程中，参阅并引用了部分国内外相关教材、科技著作及论文内容，在此特向有
关作者深表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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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连法增主编的《工程材料学》是根据教育部制订的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教学大纲而编写的，阐述了材
料的成分、组织、结构、性能及其影响因素等材料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规律；着重介绍了钢铁材料、有
色金属及其合金、特种陶瓷材料、高分子材料、复合材料和功能材料的基本知识内容。

《工程材料学》可作为高等学校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及相关专业学生的教材；作为参考书，可供从事
材料领域研发和技术工作的专业人员学习、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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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连法增，东北大学教授，男，1945年10月生于河北省魏县，中共党员，沈阳市政协委员。
1970年于东北工学院（现东北大学）精密合金专业毕业并留校任教师，现为东北大学材料与冶金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
1986于东北工学院获金属材料工学硕士学位，1992年-1993年作为高级访问学者在美国Canegie
Mellon Univeity 进行科学研究；2003年~2004年为特聘教授在韩国Chungnam National
Univeity进行研究工作。
自工作以来一直从事功能材料、理论及其应用领域的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
先后承担国家、省部等科技攻关、自然基金和重点项目十多项。
先后从事无磁瓷封定膨胀合金，可加工Fe-Cr-Co永磁合金，稀土钴永磁合金，新型铁基稀土永磁材料
，纳米晶稀土永磁材料，铁氮化合物，金属晶态、非晶态、纳米晶软磁材料等功能磁性材料的研究及
其应用，取得多项优秀成果。
其中，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一项、冶金部和辽宁省科技进步二等奖三项、三等奖二项、国家经委飞
龙奖一项，获国家专利二项。
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在国内外重点学术刊物和学术会议上发表重要学术论文90余篇。
1992年，国家科委、国家教委授予《全国高等学校先进科技工作者称号》、国家人事部授予《中青年
有突出贡献专家》，1991年始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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