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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学校教材：工程材料及其成形基础》是按照高等学校教改要求，以教育部最新颁布的《工
程材料及机械制造基础课程教学基本要求》规定的基本教学内容和要求为依据，对现有的相关教材进
行必要的分析，汲取了国内外同类教材的优点，并结合相关院校的教改成果及作者多年的教学经验编
写而成。
　　《高等学校教材：工程材料及其成形基础》精选内容、强调应用、注重能力培养，以选材——改
性——成形为主线，将金属与非金属材料结合在一起，既突出共性，又兼顾个性；从理论上简明扼要
地论述了材料成分、结构、组织与性能的关系，并着重叙述了材料改性的原理、方法、性能、用途和
各种成形技术的原理、方法、工艺和结构要求。
　　《高等学校教材：工程材料及其成形基础》既可作为高等院校本科机械类和近机械类专业的教材
，亦可作为高等职业院校、高等专科学校相关专业的教材和有关专业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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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从金属学的观点看，热加工与冷加工的区别是以金属材料的再结晶温度为分界。
在材料再结晶温度以上所进行的塑性变形加工称为热加工，而在材料再结晶温度以下所进行的塑性变
形加工称为冷加工。
 对于大多数金属和钢材，由于冷加工过程中工件无明显的温度差和氧化现象，故可获得较高尺寸精度
和较小表面粗糙度值的制件，而且是改善金属组织和提高工件强度与硬度的有效措施。
应用较广，如冷轧、冷拉和板料的冷冲压等。
但冷加工时，材料变形抗力较大，需使用较大吨位的设备，而且冷变形后工件材料残余应力大，塑性
指标降低，还会导致金属的力学性能和化学性能的改变。
 热变形的目的是：①减小金属的变形抗力，可使用小吨位加工设备；②改变钢锭的铸态组织，热变形
伴随有再结晶过程，提高材料的塑性，使粗大的铸态组织变成细晶粒组织，并减少铸态结构中的缺陷
，提高材料的力学性能。
故压力加工主要采用热加工方式，如热轧和锻造等。
 9.2.2 合金的锻造性 合金的锻造性是用来衡量合金材料在利用锻压加工方法成形时的难易程度。
它是金属材料的工艺性能指标之一。
合金的锻造性常用合金材料的塑性和变形抗力两个因素来综合衡量，塑性强，变形抗力小，则表明该
合金材料的锻造性好。
 9.2.2.1 影响合金锻造性的因素 合金材料的锻造性决定于它的本质和加工条件。
合金材料的本质是内因，加工条件是外部条件，选择锻压件材料时，首先考虑的还是合金材料的本质
，再创造必要的外部条件，以便得到较好的锻造性。
 1.合金的本质 1）化学成分的影响 不同化学成分的合金材料具有不同的锻造性。
一般情况下，纯金属具有良好的锻造性，加入合金元素组成合金材料后，锻造性变差。
合金元素的种类愈多，含量愈高，特别是加入W、Mo、V等强碳化物形成元素的含量愈高，则其合金
材料的锻造性下降愈显著。
因此，低碳钢的锻造性比高碳钢好；低合金钢的锻造性比高合金钢好，但比相同含碳量的碳素钢要差
。
 2）组织结构的影响 合金材料的组织结构不同，其锻造性也不一样。
固溶体比化合物具有更好的锻造性；而当合金为单一固溶体组织（如奥氏体）时，具有良好的锻造性
；当合金中含有化合物存在或处于多相组织状态时锻造性较差。
另外，晶粒细小比晶粒粗大的组织结构的锻造性好。
 2.加工条件 加工条件是指变形时的温度、速度、应力状态、坯料表面状况等。
 1）变形温度的影响 在一定的变形温度范围内，随着温度的提高，金属坯料中原子的动能增加，原子
之间的引力削弱，易于产生滑移变形，从而塑性增加，变形抗力减小，金属的锻造性提高。
故热变形抗力比冷变形抗力小得多。
因此，加热是锻造生产中很重要的加工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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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等学校教材:工程材料及其成形基础》既可作为高等院校本科机械类和近机械类专业的教材，亦司
作为高等职业院校、高等专科学校相关专业的教材和有关专业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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