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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内容包括钢的合金化基础、合金钢、铸铁、非铁金属及其合金、金属功能材料和新型金属材料等
。
钢的合金化基础部分着重讨论了钢中的合金元素及其与铁和碳的作用、合金元素在钢的相变中的作用
、合金元素对钢的力学性能和工艺性能的影响以及钢中的微量元素；在合金钢、铸铁、非铁金属及其
合金部分较全面地介绍了工程构件用钢、机器零件用钢、工具钢、特殊性能钢、铸铁以及工业生产中
常用的非铁金属材料的成分、组织结构、热处理工艺与性能之间的关系；在金属功能材料和新型金属
材料部分介绍了比较成熟的新型金属材料及其研究成果，如磁性材料、金属基复合材料和纳米金属材
料等；本书还通过大量实例介绍了金属材料的选材思路、加工工艺以及工程应用。

本书既可以作为材料类本科专业学生的教材，也可以作为研究生和从事材料王作技术人员的参考用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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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4）高温性能好，使用温度范围大 由于金属基体的高温性能比聚合物高很多，其增
强纤维、晶须、颗粒在高温下又都具有很高的高温强度和模量，因此，金属基复合材料具有比基体金
属更高的高温性能，特别是连续纤维增强金属基复合材料。
在复合材料中，纤维起着重要的承载作用，纤维强度在高温下基本不降低，纤维金属基复合材料的高
温性能可保持到接近金属熔点，比金属基体的高温性能要高许多。
因此，金属基复合材料被选用在发动机等的高温部件上，可大幅度提高发动机的性能和效率。
（5）耐磨性好 金属基复合材料，尤其是陶瓷纤维、晶须、颗粒增强金属基复合材料具有很好的耐磨
性，这是因为在基体金属中加入了大量的陶瓷增强物，特别是细小的陶瓷颗粒。
陶瓷材料硬度高、耐磨、化学性质稳定，用它们来增强金属不仅提高了材料的强度和刚度，也提高了
复合材料的硬度和耐磨性。
例如，碳化硅颗粒增强铝基复合材料的耐磨性比铸铁还好，比基体金属高出几倍，可用于汽车发动机
、制动盘、活塞等重要部件，能明显提高部件的性能和寿命。
（6）疲劳性能和断裂韧度良好 金属基复合材料的疲劳性能和断裂韧度取决于纤维等增强物与金属基
体的界面结合状态，增强物在金属基体中的分布以及金属、增强物本身的特性，特别是界面状态。
最佳的界面结合状态既可有效地传递载荷，又能阻止裂纹的扩展，提高材料的断裂韧度。
据美国宇航公司报道，G／A1复合材料的疲劳与抗拉强度比为0.7左右。
（7）不吸潮、不老化、气密性好 与聚合物相比，金属基复合材料的金属性质稳定、组织致密，不存
在老化、分解、吸潮等问题，也不会发生性能的自然退化，且在空间使用时不会分解出低分子物质污
染仪器和环境，因此与聚合物基复合材料相比，具有明显的优越性。
（8）二次加工性能较好 可有效地借助目前各种成熟的金属材料加工工艺及设备，实现金属及复合材
料的二次加工。
总之，金属基复合材料所具有的高的比强度和比模量，良好的导热性和导电性、耐磨性、高温性能，
低的线胀系数，高的尺寸稳定性等优异的综合性能，使得金属基复合材料在航空航天、电子、汽车、
先进武器等领域中均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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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金属材料学》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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