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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自2005年出版以来，得到了广大读者，尤其是兄弟校院同行的厚爱，被选为教材或参考书，
在此特向相关的同仁表示衷心的感谢。
作者们亦以该书作为教材对材料科学与工程的不同专业进行了教学实践，对本书的使用效果进行了总
结。
在此基础上开展了本次的修订，工作重点对原书中的疏漏进行了审订，增补了便于理解的图解，增添
了部分文字内容。
由于作者的水平所限，即使经过此次修订，书中的不妥之处仍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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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材料的力学性能》共分八章。
第1章、第2章主要介绍材料的弹性变形、塑性变形及形变强化的基本原理，着重讨论各种力学指标的
物理意义及其与组织结构的关系。
第3章详细介绍了材料的强化与韧化知识，这是《材料的力学性能》的特色所在。
第4章、第5章介绍了有关材料的断裂与断裂韧性问题，以使读者对材料由加载至失效有一个全面的认
识。
应该说，前5章是《材料的力学性能》的基础部分，也是教学之重点。
第6章、第7章、第8章介绍材料在特定加载方式或外界环境下的力学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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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材料的力学性能》力求将材料力学行为的微观(实际为细观)物理本质与力学行为的宏观规律有
机结合，既强调材料力学性能的基本概念，又尽可能介绍本学科相关的一些新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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