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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工程材料及成形技术是我国高等工科院校机械类专业的一门重要的工艺类技术基础课程，而教材
是实施课堂教学、达到教学要求的最重要物质基础之一。
林建榕老师组织一批骨干教师编写的《工程材料及成形技术》教材就是着力于为上述课程服务的。
　　经历近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正从制造大国逐步向制造强国演进，应用于制造领域的各种工程材
料及其相关的成形技术也处于高速发展中。
金属材料逐步演进为包括金属材料、非金属材料、复合材料、功能材料和纳米材料在内的工程材料；
材料成形技术也在液态成形技术、塑性成形技术和连接成形技术的基础上发展了高分子材料、陶瓷材
料、复合材料和快速成形等成形技术。
即使是原有的金属材料和常规成形技术，也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大步地向前推进，在节约资源和减
少能耗的基础上，尽可能高效率地为制造业提供切削余量少的高质量毛坯或制品。
材料学科及其相关工艺技术的发展，大大促进了机械制造业的发展，同时给相关课堂教学改革与教材
改革带来了蓬勃生机。
　　林建榕编写的《工程材料及成形技术》教材贯彻了教育部机械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分委员会有
关&ldquo;重点院校金属工艺学课程改革指南&rdquo;的精神，体现了该课程知识面广，基础性、实践
性和实用性强的特点，同时注重与现代材料科学、现代制造科学与现代管理科学的融合与交叉作用，
反映出不同学科的交叉与融合对技术发展的促进作用。
　　综观本教材，比较突出的特点有下列三点：　　1．坚持基础性、实践性与应用性的结合　　作
为大学本科的工艺基础类教材，本书介绍了必备的工程材料尤其是金属材料和相关成形技术的理论知
识，理顺了金属材料与后续发展出的其他工程材料的关系，注重材料及其成形领域共同规律的分析与
综合，为学生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基础。
但作为工科学生，学习理论的目的是为了应用，因此本书关注理论与实践的_结合，注重知识的工程
实际应用，有利于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坚持常规工艺技术与先进工艺技术结合，注重不同学科的交叉与融合　　本书保留了我国当
前仍大量采用的常规工艺技术，增加了应用范围广或发展前景好的新材料、新技术和新工艺，既体现
出我国工艺技术的新进展，又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创新思维能力和科学的工程技术发展
观。
本书在内容上还体现出现代材料科学、现代制造科学与现代管理科学的交叉与融合，这有利于使学生
理解学科交叉与融合在工程技术发展中的重要性。
　　3．坚持贯彻国家最新标准，力求图文并茂　　在编写过程中，注意学习和贯彻有关国家最新标
准，使本书在文字、技术术语、公式、符号和法定计量单位等方面与国家标准一致。
配合文字，本书设计和选择了大量插图，力求图文并茂。
此外，本书为适应不同院校对教学的不同要求，以利于学生的个性发展，还增加了一些可选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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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工程材料及成形技术》分为两大篇，共11章。
第一篇工程材料，介绍了工程材料的主要性能；金属材料的成分、组织结构与性能的关系，金属材料
的改性处理，常用金属材料及其应用；非金属材料及复合材料的组成特点、性能及应用；新材料的发
展。
第二篇工程材料的成形技术和成形方法的选择，介绍了材料的液态成形、塑性成形、连接成形技术；
塑料、陶瓷及复合材料的成形技术；材料各种成形技术的新发展及快速成形技术等。
各章后面附有复习思考题。
　　《工程材料及成形技术》内容丰富，不仅阐述了各种材料技术和成形过程的基本原理、基本方法
、自身规律、相互联系及其新发展，归纳总结了工程材料的选择与成形方法的选择，使理论与实践紧
密相连，而且还介绍了一些工程上常用的基础知识（如书中带※号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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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版本请见：《工程材料及成形技术（修订版）》　  《工程材料及成形技术》主要作为高等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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