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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1世纪是由中国制造转变为中国创造的世纪，在这一进程中，工业设计将起到关键作用，综合化和国
际化已成为工业设计专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工业设计教育必须从以课程为中心向以课题为中心转变，将设计作为一种高度综合的交叉学科来组织
教学，全面提高设计师的综合素质。
同时，随着中国经济的日益国际化，设计教育也必须面向国际化的竞争环境，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的
设计人才。
鉴于此，我们着手编写这套新型的工业设计教材。
本套教材编写的宗旨是创新型、立体化与互动式、国际性。
创新型主要体现在：1.教材力求触及设计教育本质，建立以项目为核心、以案例为基础的教学模式，
在内容上探寻认知发展的规律和研究的方法，在形式上辅以多媒体的教学手段，在实施上强调培养学
生的社会实践能力和实际动手能力，使教材能引导工业设计专业的健康发展，对工业设计教育的改革
与实践起到积极的作用。
2.充分重视设计创意的可生产性，充分探索新材料、新生产工艺在工业设计中的可实现性。
既可作为工业设计的专业教材，亦可作为工业产品设计公司的工作参考书。
立体化与互动式主要体现在：1.本套教材随纸质教材配备VCD／DVD光盘，光盘不只是简单的纸质教
材的电子教案，还包括了丰富多彩的拓展材料，如教材中没有涉及的新材料、新技术、新思想和新案
例等，是教材内容的补充和延伸。
2.信息化时代的教材出版和建设，有别于过去的纯纸质形式。
随着教学理念和手段的变化，学生成为课程的主体。
教材出版和建设必须以用户体验为核心，才可能提升教材的可用性和出版社的品牌价值。
因此，教材建设的核心竞争是服务的竞争，教材的服务模式成为了“纸质+电子版+网络”的形式。
今天的工业设计是创造品牌而不仅仅是制造产品，教材的建设也是如此，必须注重质量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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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工业设计工程基础是工业设计高级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必修的一门专业技术基础课程。
本书从基本概念、工业设计力学分析、产品造型材料性能、材料成型及加工工艺、材料成型模具、产
品结构设计、产品结构创新与实践方法七个方面来讲述工业设计工程基础的内容，介绍了工业设计工
程基础知识体系，并以具体案例说明多种设计方法的创新成果。
书稿内容全面、系统，吸收了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突出案例教学的特点，增强教材的生动性与实用
性，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设计与创新能力。
    可作为高等院校工业设计专业教材，亦可供相关爱好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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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复合材料是由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性质的材料通过物理或化学的方法，在宏观上组成的具有新
性能的材料，例如混凝土和玻璃钢就是典型的复合材料。
复合材料中各种材料在性能上互相取长补短，产生协同效应，使复合材料的综合性能优于原组成材料
从而满足各种不同的要求。
3.4.1 复合材料概述复合材料由两类物质组成：一类为形成几何形状并起黏合作用的基体材料，如树脂
、陶瓷、金属等；另一类为提高强度或韧性的增强材料，如纤维、颗粒、晶须等。
复合材料的力学性能、耐热性能均优于基体材料。
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复合材料的研制和应用越来越广泛。
复合材料主要有以下性能：①复合材料的强度与密度之比（比强度）和模量与密度之比（比模量）均
较大，超过一般钢材和铝合金。
②优良的抗疲劳性能。
由于复合材料组织结构的特殊性，其抗疲劳强度显著提高，强于多数金属。
③优良的耐磨和自润滑性能。
当选用合适的基体材料与增强材料构成复合材料时，比如增强材料具有较高的强度，而基体材料摩擦
系数比较低，有的还对油有吸附作用和自润滑性能，这样形成的复合材料就具有优良的耐磨和自润滑
性能。
复合材料是一种混合物。
根据基体的不同，复合材料可分为树脂基复合材料、金属基复合材料和陶瓷基复合材料等。
在同一基体的基础上，还可按照增强材料的不同进行分类，如金属基复合材料又可分为纤维增强金属
基复合材料和颗粒增强金属基复合材料等。
下面按照基体的不同分类介绍复合材料。
（1）树脂基复合材料树脂基复合材料常用的树脂为环氧树脂和不饱和聚酯树脂。
目前常用的有热固性树脂、热塑性树脂以及各种各样的改性或共混基体。
树脂基复合材料具有比强度高、比模量大、抗疲劳性能好等力学特点。
作为树脂基复合材料基体的聚合物本身是有机物质，可能被有机溶剂侵蚀、溶胀、溶解或者引起体系
的应力腐蚀。
根据基体种类的不同，材料对各种化学物质的敏感程度也不同，常见的树脂基复合材料耐强酸、盐、
酯，但不耐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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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工业设计是科学与美学、技术与艺术的融合。
作为高等学校培养的高级工业设计人才必须具备坚实的工程技术知识，才能适应科技高速发展下的新
产品创新与开发。
目前，我国的工业设计教学对工业设计工程基础的相关课程重视不够，选用的教材多为工科教材，同
时在教学中多为知识点讲述，缺乏将工程知识应用于产品设计创新的训练环节，教学效果不理想。
本教材在总结教学实践的基础上，针对工业设计专业特点，重点介绍了工业设计力学基础、产品造型
材料的性能、产品造型材料成型及加工工艺、产品造型材料成型模具、产品结构设计等工业设计工程
基础相关知识，并提出了以工程基础知识为主导的设计训练方法，以期为工业设计工程基础课程的教
学和实践提供参考和指导。
感谢江苏大学工业设计系沙春发老师编写了本教材的第二章和第七章。
同时感谢江苏大学工业设计系宋历波、刘家栋、王娇、朱敏伟、王晓龙、李进、王海滨等同学，本教
材选用了他们的作品作为范例；姜特、王娇娇、徐文静、庄园、鲍童、宋云龙、徐凤鸣、范一峰等同
学参与了本教材图例的绘制，在这里也一并表示感谢！
特别感谢湖南大学何人可教授及湖南大学出版社贾志萍编辑对于本书出版的指导和督促。
另外还要感谢发达的网络技术，为编辑案例提供搜索，并感谢那些通过网络提供素材和案例的作者们
。
由于编者水平和学识有限，书中难免存在不足之处，衷心期待专家和读者们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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