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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数千年来人类一直在不断地了解、开发和利用自然界，在不断地探索中改造自然。
科学技术的进步史，是一部人类社会为满足生存需要的奋斗和创造史。
人类的发展，充分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进一步体现了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
生产力”的英明论断。
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创新，极大地加速了人类社会精神文明的变化，以及人类社会物质的丰富、更替
与跨越式向前发展。
　　21世纪的科学技术，正处在多学科交叉集成、迅速发展并广泛应用的时代。
新型材料、计算机图像、信息处理以及软件开发、临床生命仿真、能源激光科学、自动化控制管理科
学，以及现代先进原型制造技术等相互交融、协同互补，使人类的发展空间不断向太空、海洋及地球
的内部拓展。
产品和技术的开发与创新正在不断地得到发展，生产要求高效率，产品要求净成型，太阳能和风能等
新能源技术必须得到安全利用并不断地升级变革等。
因此，21世纪将是人类向自然科学进军，进行创新、发展的最重要的变革时期，亦是取得不断突破与
飞速进展的新时代。
　　因此，为培养、造就一支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本书主编董祥忠教授组织了四
川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湖北汽车工业学院、温州医学院口腔医院、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和重庆文理学院等8所学校中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教授及中、青年学者，编写了《
先进材料及特种液态成型》上、下两册教材。
该上、下两册书被列为教育部“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可作为金属材料工程、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高分子材料与工程、高分子材料成型与工程、工业设计、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生物医学工程、临床口腔医学和生物医学工程中的本科生教材。
　　本书的作者们，针对金属材料、无机非金属材料、固态和液态高分子材料成型与工程等各项工作
，分别作了较深入细致的研究，并将上述多学科与计算机CAD／cAE工程优化和先进快速原型、制造
技术集成并融会贯通，编写了这本多学科互为渗透、较为完整的工程类本科生专业教科书。
　　该书汇集了主编董祥忠教授30多年在高分子塑料模具教学领域中的精华，是一本图文并茂、章节
独立、内容深入浅出，集技术知识、趣味与可读性于一体的创新教材。
本书可供不同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有选择性地学习，更为有志于从事先进材料和特种液态新产品开
发、研究和创新的工程技术人员提供了一本非常实用的工程技术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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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分上、下两册。
上册主要介绍：先进材料特种液态成型的原理及分类，金属材料分类牌号及特种金属材料，石膏、石
墨、陶瓷、玻璃的分类及制备，高分子配方优化口腔蜡型材料及纳米材料的制备，知识工程关键技术
及反求工程；下册主要介绍：计算机工程在绿色产品开发中的主导作用，激光烧结熔体注塑金属粉末
高分子成型工艺，三大材料浇铸(注)快速经济制模工艺，气压熔融沉积高分子粉末及其成型工艺，特
种热喷金属及电化学涂镀表面工程。
此外，还介绍了几种液态成型机械设备的结构、原理，以及对先进材料的快速液态成型方法。
    本书可作为本科院校的材料科学与工程类、材料成形及控制工程类、工业设计、机械设计制造及其
自动化、生物医学类及相关专业教材，同时也可供企业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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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1　特种液态成型概述　　材料，通常指可用于制造人们生活和工作中有用的物品、器件或工具
等类型的物质。
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进步的基础。
从石器时代到青铜器时代，再到铁器时代，人类社会的每一次飞跃性进步，无不都与材料科学技术的
发展密切相关。
　　材料科学技术，可被理解为材料的制备、成型与加工、使用与保护、表征与评价、经验与诀窍等
。
材料技术的种类很多，主要包括：制备技术，如高分子聚合物材料的合成、复合及其粉末的制备与加
工；成型与加工技术，如液态成型、塑性加工、焊接成形；表面防护工程技术，如表层涂覆和电镀处
理；改质变性技术，如金属热处理、表面渗碳或合金化技术；评价表征技术，如微观组织分析、力学
性能测试；模拟仿真技术，如生物材料仿真、特种性能预报等。
　　本教材主要介绍先进材料及其特种液态成型的加工技术。
　　1.1.1　先进材料特种液态成型的沿革　　在现代化工业进展中，模具已成为工业发展的基础，先
进材料（高分子材料、无机陶瓷材料、金属材料及它们三者共混的复合材料）更是模具发展基础的基
础。
许多新产品的开发和生产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材料的进步和模具生产的扩展，特别是在电子、通信
、汽车、军工、航海、航空、航天、日用、轻化工和医药器械等行业尤为突出。
　　据国际生产技术协会预测，21世纪机械制造工业中的零部件加工，有75％的粗加工和50％的精加
工都将依靠模具完成。
因此，模具已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
　　模具工业发展的关键是模具制造技术的进步，而模具制造技术的进步又涉及到许多材料科学的发
展和多学科交叉的集成。
模具作为一种高附加值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其科技水平的高低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工业制造水平的重
要标志。
　　世界上有许多国家，特别是一些工业发达国家都十分重视模具制造技术的开发，他们大力开展“
快速经济制造模具”和发展“特种成型工业”，积极采用“先进材料和先进制造技术”，提高特种成
型模具的制造水平，已取得了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
　　在我国，清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已先后开展了这些方面的科学研究，并取得
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国内不少企业也纷纷引进该类设备，开展了先进制造技术中特种材料成型的工作，以求加快产品更新
换代的节奏，增强新产品在多品种、小批量生产中的竞争能力。
因此，为提供低成本、短周期、可保证产品质量和生产批量大的模具，就必须在模具材料的选择、结
构设计、制造工艺和使用的各方面，探讨有别于普通钢制塑料模具的诸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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