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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由WilliamF.Smith和Javad-Iashemi编写的《材料科学与工程基础》
（FoundationsofMaterialsScienceandEngineering）第5版于2009年由McGraw_Hill，Inc.出版。
2006年机械工业出版社曾影印出版该书的第4版。
西安交通大学石德珂教授撰写了极富指导性的影印前言。
石教授的观点对于第5版仍然适用，在此不再重复。
　　WilliamF.Smith是佛罗里达大学机械和航空航天工程系的工程学教授，曾在加利福尼亚州和佛罗里
达州担任注册职业工程师，教授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材料科学与工程课程，并长年不懈地积极从事教材
的编写。
作者的学识和经历，特别是注册职业工程师的实践经验，再加上教材的多次再版改进，保证了本书的
水平和质量。
　　本书在保持“以学生为朋友”的写作风格和密切联系工业应用的特色之外，至始至终广泛引入现
代材料科学的前沿课题，使学生开阔眼界，紧跟潮流。
与第4版相比，本书在教授方式、习题编排、多媒体运用等方面都有较大的改进。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新工程领域的发展，以及工程专业的变化，今天的工程师必须在与材料相
关的领域具备更深入、更广阔、更时新的知识。
至少，所有工科大学生都必须掌握有关各类工程材料的结构、性能、加工、应用等方面的基础知识。
这是在每天常规的工程实际中对材料做出正确选择的至关重要的一步。
同样，对这些知识的更深入理解，对于复杂系统的设计者、事故（材料失效）的分析者、研发工程师
和科学家都是必不可少的。
　　因此，为培养未来的材料工程师和科学家，《材料科学与工程基础》在兼顾适当的广度和深度两
方面的前提下，力求呈现更加广泛的内容。
本书在内容设置上照顾到材料科学概念（基础知识）和材料工程（应用知识）的相对均衡。
基础和应用概念藉由多种环节和手段集中呈现在读者面前，其中包括：简明的课文解释、贴切而引人
注目的图像、详尽的试样分析、电子辅助系统和课外作业等。
因此，本教科书既适用于材料概论课程（大学二年级以前），又适用于更高年级（三、四年级）后续
的材料科学与工程课程。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第5版及其辅助资源是按照满足不同学生的各种学习风格而设计的。
众所周知，现在的大学生并非是按同一手段和借助同一种工具来学习的。
　　第5版的改进主要包括下述几个方面：　　1.关于原子结构和结合键的第2章被重新改写。
新的描述建立在对原子结构、结合键及二者对材料性质和行为影响的最新理解的基础之上。
其结果，内容更精确、更新颖。
一些重要的改进包括：①对该领域的关键进展给出一个简明而有意思的历史透视，这会使教师和学生
双方易于接受，②对多电子原子的结合键概念作了更详尽的讨论；③给出晶格能的概念；④对结合键
类型与材料性能之间的关系作了更详尽的讨论；⑤增加了新的例题和课外作业。
　　2.纳米技术的论题已包括在各个相关章节中。
这些论题包括纳米尺度特征（例如，纳米晶粒尺寸）材料的研究，研究纳米尺度特征所需要的仪器、
制造技术以及纳米尺度特征材料的性能等。
　　3.每章后面的习题已由教师按照学生学习、理解的水平作了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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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时代教育·国外高校优秀教材精选：材料科学与工程基础（英文版）（原书第5版）》在保持
“以学生为朋友”的写作风格和密切联系工业应用的特色外，广泛引入现代材料科学的前沿课题，使
学生开阔眼界，紧跟潮流，具有很好的时效性。
相对第4版，《时代教育·国外高校优秀教材精选：材料科学与工程基础（英文版）（原书第5版）》
有如下改进：　　1．结合对原子结构．结合键及二者对材料性质和行为影响的最新理解，作者对原
子结构和结合键部分进行了改写，使得内容更精确生动、更新颖。
　　2．纳米技术的知识和应用也包括在各个相关章节中，包括纳米尺度特征材料的性能、研究纳米
尺度特征所需的仪器以及制造技术等。
　　3．对于每一章，都开发引入了新的问题，且属于综合和评价性问题，可以帮助教师更有效地训
练学生，使其成为更富理解力的工程师和科学家。
　　4．提供教师用的PPT教案，包含技术视频文件类、解题辅导以及虚拟的实验室实验，需填写教师
反馈表向McGraw—Hill公司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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