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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在原工程材料、热加工工艺两门课程的基础上，重新组建的一门机械制造类专业的主要技
术基础课。
　　编写本书的主要依据是原国家教委高教司颁发的《工程材料及机械制造基础课程教学基本要求》
，以及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项目“机械类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及教学内容和课
程体系改革的研究与实践”的研究成果。
在编写过程中，结合目前教改的基本指导思想和原则，以及实施素质教育和加强技术创新的精神，根
据机械制造工程专业的实际需要，进行了课程体系改革的大胆尝试。
力图使教材内容与课程定位相统一，与机械设计及制造密切配合，以培养学生使用和选择工程材料及
成形工艺的能力为主要目的，去掉繁冗的工艺细节，保留必要的理论基础。
在教材结构上，试图打破原来工程材料与工艺技术分别自成体系、模块割裂的格局，建立避免重复、
互动有序、相互联系的材料与成形技术统一的新体系。
　　本书以材料的成分一工艺一结构一性能一应用这一材料普遍规律为主线，系统阐述金属材料、陶
瓷材料、高分子材料和复合材料及其成形工艺的基本原理、基本知识和工程应用三个层次的内容。
考虑到本课程是在工程训练实践之后开设，学生已具备了工艺的感性基础和初步知识，因此将材料及
成形工艺原理直接进行了整合。
为适应机械工程及自动化专业发展的需要，除以结构材料为主重点介绍力学性能之外，也介绍功能材
料及其物理性能的知识。
为了树立产品一质量一效益的意识，增加了材料及成形质量检验的内容。
在介绍成形技术时，充分注意零件结构工艺性与设计的关系、成形工艺与质量的关系。
在分析材料与成形工艺的选用时，强调综合分析能力的运用，并增加了介绍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
的篇幅，增加了计算机在材料及成形技术中应用的介绍。
　　本书是高等学校机械工程及自动化专业系列教材之一。
首次推出的系列教材有9本，分别为：工程材料及成形技术基础、机械制造技术基础、控制工程基础
、数控技术、测试技术、液压与气压传动、机电传动控制、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机电一体化系统
设计。
本书适用教学时数为64学时，主要授课对象是机械设计制造与自动化专业，对于其他机械类专业，可
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删减或补充。
　　参加本书编写的有东南大学张远明（第l、6、10章及第2章l一3节），北京理工大学李树奎（第2
章4～6节），哈尔滨工业大学邢忠文（第3、8、9章），天津大学倪为国（第4、5章），北京科技大学
张琐梅（第7章），北京理工大学吕广庶（绪论、第11、12章）。
全书由吕广庶、张远明担任主编。
　　本书由清华大学郑明新教授和严绍华教授主审。
在成书的过程中，清华大学的黄天佑教授和朱张校教授参加了审稿工作，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
在此谨表示深切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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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根据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项目的有关研究成果，作为机械工程与自动
化专业新编系列教材之一而编写的。
　　内容含有以往教材《工程材料》和《热加工工艺基础》两本书中的相关内容。
具体内容有：工程材料的结构与性能，金属材料的凝固与固态相变，金属材料的塑性变形，金属材料
热处理，金属材料表面改性处理，金属材料，铸造，塑性加工，焊接，非金属材料及其成形，材料质
量检验与零件失效分析，机械零件材料及成形工艺的选用。
　　本书适用教学时数为64学时，主要供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使用，也可供近机类专业选用
和有关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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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第1章 工程材料的结构与性能　1.1 材料原子（或分子）的相互作用　1.2 晶体材料的原子排列
　1.3 非晶态材料中的原子排列　1.4 合金的晶体结构　1.5 高聚物的结构　1.6 陶瓷的结构　1.7 工程材
料的性能　思考题第2章 金属材料的凝固与固态相变　2.1 纯金属的结晶　2.2 合金的凝固　2.3 铁碳合
金平衡态的相变基础　2.4 钢在加热时的转变　2.5 钢在冷却时的转变　2.6 焊接接头的相变　思考题
第3章 金属材料的塑性变形　3.1 单晶体和多晶体的塑性变形　3.2 金属的形变强化　3.3 塑性变形金属
在加热时组织和性能的变化　3.4 塑性加工性能及影响因素　思考题第4章 金属材料热处理　4.1 退火与
正火　4.2 钢的淬火　4.3 钢的表面淬火　4.4 钢的回火　4.5 钢的淬透性　4.6 固溶热处理与时效强化
　4.7 钢的化学热处理　4.8 热处理零件的结构工艺性及技术条件标注　4.9 热处理技术新进展　思考题
第5章 金属材料表面改性处理　5.1 转化膜处理　5.2 电镀　5.3 离子沉积　5.4 热喷涂　5.5 涂装　5.6 表
面着色和染色　思考题第6章 金属材料　6.1 工业用钢概述　6.2 合金元素在钢中的作用　6.3 结构钢
　6.4 工具钢　6.5 特殊性能钢　6.6 铸铁　6.7 铝及其合金　6.8 铜及其合金　6.9 轴承合金　6.10 新型金
属材料　思考题第7章 铸造　7.1 砂型铸造　7.2 特种铸造　7.3 金属或合金的铸造性能　7.4 铸件结构工
艺性　7.5 常用合金铸件的制造　7.6 铸造技术的发展　思考题第8章 塑性加工　8.1 锻造成形　8.2 板料
冲压成形　8.3 挤压、轧制、拉拔成形　8.4 特种塑性加工方法　8.5 塑性加工零件的结构工艺性　8.6 
塑性加工技术新进展　思考题第9章 焊接　9.1 电弧焊　9.2 电阻焊　9.3 摩擦焊、钎焊　9.4 其他焊接方
法　9.5 焊接件结构工艺性　9.6 常用金属材料的焊接　9.7 焊接技术新进展　思考题第10章 非金属材料
及其成形　10.1 工程塑料及成形　10.2 橡胶及其成形　10.3 胶粘剂及粘接成形工艺　10.4 工业陶瓷及其
成形　10.5 复合材料及其成形　思考题第11章 材料质量检验与零件失效分析　11.1 材质检验在机械制
造中的作用　11.2 材料及工艺质量标准化体系　11.3 材料质量检验规程　11.4 材质检验技术　11.5 零件
失效分析　思考题第12章 机械零件材料及成形工艺的选用　12.1 工程材料及成形工艺选用的基本原则
　12.2 具体成形方法及改性工艺的选用　12.3 典型零件的材料及成形工艺选择　思考题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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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本书是在原工程材料、热加工工艺两门课程的基础上，重新组建的一门机械制造类专业的主要技
术基础课。
编写本书的主要依据是原国家教委高教司颁发的《工程材料及机械制造基础课程教学基本要求》，以
及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项目“机械类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及教学内容和课程体
系改革的研究与实践”的研究成果。
在编写过程中，结合目前教改的基本指导思想和原则，以及实施素质教育和加强技术创新的精神，根
据机械制造工程专业的实际需要，进行了课程体系改革的大胆尝试。
力图使教材内容与课程定位相统一，与机械设计及制造密切配合，以培养学生使用和选择工程材料及
成形工艺的能力为主要目的，去掉繁冗的工艺细节，保留必要的理论基础。
在教材结构上，试图打破原来工程材料与工艺技术分别自成体系、模块割裂的格局，建立避免重复、
互动有序、相互联系的材料与成形技术统一的新体系。
本书以材料的成分一工艺一结构一性能一应用这一材料普遍规律为主线，系统阐述金属材料、陶瓷材
料、高分子材料和复合材料及其成形工艺的基本原理、基本知识和工程应用三个层次的内容。
考虑到本课程是在工程训练实践之后开设，学生已具备了工艺的感性基础和初步知识，因此将材料及
成形工艺原理直接进行了整合。
为适应机械工程及自动化专业发展的需要，除以结构材料为主重点介绍力学性能之外，也介绍功能材
料及其物理性能的知识。
为了树立产品一质量一效益的意识，增加了材料及成形质量检验的内容。
在介绍成形技术时，充分注意零件结构工艺性与设计的关系、成形工艺与质量的关系。
在分析材料与成形工艺的选用时，强调综合分析能力的运用，并增加了介绍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
的篇幅，增加了计算机在材料及成形技术中应用的介绍。
本书是高等学校机械工程及自动化专业系列教材之一。
首次推出的系列教材有9本，分别为：工程材料及成形技术基础、机械制造技术基础、控制工程基础
、数控技术、测试技术、液压与气压传动、机电传动控制、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机电一体化系统
设计。
本书适用教学时数为64学时，主要授课对象是机械设计制造与自动化专业，对于其他机械类专业，可
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删减或补充。
参加本书编写的有东南大学张远明（第l、6、10章及第2章l一3节），北京理工大学李树奎（第2章4～6
节），哈尔滨工业大学邢忠文（第3、8、9章），天津大学倪为国（第4、5章），北京科技大学张琐梅
（第7章），北京理工大学吕广庶（绪论、第11、12章）。
全书由吕广庶、张远明担任主编。
本书由清华大学郑明新教授和严绍华教授主审。
在成书的过程中，清华大学的黄天佑教授和朱张校教授参加了审稿工作，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
在此谨表示深切的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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