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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材料是国民经济、社会进步和国家安全的物质基础与先导，材料技术已成为现代工业、国防和高技术
发展的共性基础技术，是当前最重要、发展最快的科学技术领域之一。
发展材料技术将促进包括新材料产业在内的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形成和发展，同时又将带动传统产业
和支柱产业的改造和产品的升级换代。
“十五”期间，我国材料领域在光电子材料、特种功能材料和高性能结构材料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的突
破，在一些重点方向迈入了国际先进行列。
依据国家“十一五”规划，材料领域将立足国家重大需求，自主创新、提高核心竞争力、增强材料领
域持续创新能力将成为战略重心。
纳米材料与器件、信息功能材料与器件、高新能源转换与储能材料、生物医用与仿生材料、环境友好
材料、重大工程及装备用关键材料、基础材料高性能化与绿色制备技术、材料设计与先进制备技术将
成为材料领域研究与发展的主导方向。
不难看出，这些主导方向体现了材料学科一个重要发展趋势，即材料学科正在由单纯的材料科学与工
程向与众多高新科学技术领域交叉融合的方向发展。
材料领域科学技术的快速进步，对担负材料科学与工程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双重任务的高等学校提出
了严峻的挑战，为迎接这一挑战，高等学校不但要担负起材料科学与工程前沿领域的科学研究、知识
创新任务，而且要担负起培养能适应材料科学与工程领域高速发展需求的、具有新知识结构的创新型
高素质人才的重任。
为适应材料领域高等教育的新形势，2006—2010年教育部高等学校材料科学与工程教学指导委员会积
极组织了材料类高等学校教材的建设规划工作，成立了规划教材编审委员会，编审委员会由相关学科
的分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委员以及全国30余所有影响力和代表性的高校材料学院院长组成。
编审委员会分别于2006年10月和2007年5月在湖南张家界和中南大学召开了教材建设研讨会和教材提纲
审定会。
经教学指导委员会和编审委员会推荐和遴选，逾百名来自全国几十所高校的具有丰富教学与科研经验
的专家、学者参加了这套教材的编写工作。
历经几年的努力，这套教材终于与读者见面了，它凝结了全体编写者与组织者的心血，充分体现了广
大编写者对教育部“质量工程”精神的深刻体会，对当代材料领域知识结构的牢固掌握和对高等教育
规律的熟练把握，是我国材料领域高等教育工作者集体智慧的结晶。
这套教材基本涵盖了金属材料工程专业的主要课程，同时还包含了材料物理专业和材料化学专业部分
专业基础课程，以及金属、无机非金属和高分子三大类材料学科的实验课程。
整体看来，这套教材具有如下特色:①根据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相关课程的“教学大纲”及
“基本要求”编写;②统一规划，结构严谨，整套教材具有完整性、系统性，基础课与专业课之间的内
容有机衔接;③注重基础，强调实践，体现了科学性、实用性;④编委会及作者由材料领域的院士、知
名教授及专家组成，确保了教材的高质量及权威性;⑤注重创新，反映了材料科学领域的新知识、新技
术、新工艺、新方法;⑥深入浅出，说理透彻，便于老师教学及学生自学。
教材的生命力在于质量，而提高质量是永恒的主题。
希望教材的编审委员会及出版社能做到与时俱进，根据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形势及材料专业技术发
展的趋势，不断对教材进行修订、改进、完善，精益求精，使之更好地适应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需要
，也希望他们能够一如既往地依靠业内专家，与科研、教学、产业第一线人员紧密结合，加强合作，
不断开拓，出版更多的精品教材，为高等教育提供优质的教学资源和服务。
衷心希望这套教材能在我国材料高等教育中充分发挥它的作用，也期待着在这套教材的哺育下，新一
代材料学子能茁壮成长，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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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教育部高等学校材料科学与工程教学指导委员会规划教材,主要介绍计算机在材料科学与工
程中的应用&#65377;全书共分10章,其中第1章主要介绍计算机在材料科学与工程中的应用概况;第2章主
要介绍材料科学研究中的数学模型及分析方法;第3章主要介绍材料科学研究中主要物理场的数值模拟;
第4章主要介绍材料数据库与专家系统;第5章主要介绍计算机辅助材料设计与模拟;第6章主要介绍材料
加工过程的计算机控制;第7章主要介绍材料检测中的计算机应用;第8章主要介绍数据与图形图像处理过
程中的计算机应用;第9章主要介绍Internet与材料科学;第10章主要通过实验设计对所讲述的理论知识进
行具体应用&#65377;　　本书可作为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本科生及研究生的专业基础课程教材,也可供
从事材料科学与工程研究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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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1章 概述1.1　材料科学进展与计算机应用技术材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里程碑，是人类生产和
生活水平提高的物质基础，同时也是现代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和发展高新技术的基础和先导。
材料、能源和信息共同构成了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资源，是现代科学和现代文明的三大支
柱。
材料技术不仅是一个独立的技术领域，同时又是其他技术领域的基础，对其他技术领域起着引导、支
撑的关键性作用。
材料是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标志，综观人类发现材料和利用材料的历史，每一种材料的广泛应用，
都会把人类支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将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向前推进
一步。
材料具有普遍性和重要性，同时又具有多样性。
工程上通常按照材料的物理化学属性将其划分为金属材料、高分子材料、陶瓷材料以及复合材料四大
类。
金属材料主要包括黑色金属材料和有色金属材料两类，是用量最大、用途最广的工程材料，向来占据
材料消费的主导地位；高分子材料为有机材料，是由相对分子质量很大的分子组成，其主要原料是石
油化工产品，主要包括塑料、橡胶、合成纤维、胶粘剂及涂料等；陶瓷材料为无机非金属材料，通常
是指硅酸盐、金属与非金属元素的化合物；复合材料是由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材料组合在一起而形成的
一种多相固体材料，它兼具组成组分的优点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各自的缺点，因此是一种优异的新
型材料，复合材料按照其基体的不同可分为金属基复合材料、树脂基复合材料和陶瓷基复合材料三大
类。
材料科学的概念源自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前苏联人造卫星先于美国上天，美国朝野上下大为震惊并
迅速分析出自己落后的原因主要是先进材料研究与应用领域，于是美国的一些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相
继成立了材料科学研究中心，旨在采用先进的科学理论与实验方法来研究并开发新材料。
至此，便诞生了“材料科学”的新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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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计算机在材料科学与工程中的应用》为教育部高等学校材料科学与工程教学指导委员会规划教材之
一，由中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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