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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电子产品（Electronic Product）是指雷达、通信网络设备、广播电视设备、计算机、家用电子产品
、电子测量仪器、电子元器件和电子材料等。
电子产品结构（Mechanical Stmctures ofElectronic Product，Electro-Mechanical，Mechatronics①）是指在
电子产品中除了含元器件的电路板组件以外，其他所有的机械零部件，如机壳、机架、风扇、散热片
、热管、装饰件、内外支撑件、传动件、接插件、紧固件、包装件等。
电子产品结构材料的正确选择对保证产品的功能、性能、可靠性、可制造性以及保护环境和节约成本
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电子产品结构设计首先碰到的问题是：选择什么样的材料做这个产品？
同类材料中哪种材料最好？
这种材料的关键参数是什么？
哪家公司做的材料最好？
哪种材料性价比最高？
本书将重点回答这些问题。
　　本书的特点之一是对每一种材料突出介绍其主要特性，忽略其次要特性，力图以简明扼要的文字
描述问题，并且对每一种材料均给出了其典型应用示例。
　　本书的特点之二是溯源。
读者通过阅读此书，可以追根溯源，即追溯材料技术的原理，对材料能够做到“know how”，能够在
实际应用中达到举一反三的效果，这样有利于进行更深层次的材料技术跟踪和创新。
　　本书的特点之三是知识新、资料新，即以国际化的视野，介绍每一类材料的国内外领先产品和领
先企业。
书中很多资料来源于这些公司的最新产品技术规格书，本书对其做了大量的比较、分析和整理工作。
　　本书的特点之四是实用。
我从事电子产品结构设计20余年，至今仍在产品研发的第一线，特别知道现在的结构工程师缺乏什么
，需要补充什么样的材料知识、技术和技能。
书中还有不少内容是我多年从事产品结构设计工作的经验结晶。
　　本书的特点之五是条文化和表格化，这样可以帮助读者理清思路。
书中对每种材料的规格只列1～2种，对于其余材料的规格给了出处，这样读者可以检索到更多的材料
品种。
　　材料的标准是材料选择的重要依据，为避免大篇幅的引用，书中大都仅列出了标准号和名称。
所以，从这个角度可以说，本书是一个指引，通过书中的示例，读者可以很方便地进行延伸阅读和研
究。
这既适应现在工程师快速阅读的需求，也方便对当今的海量文献进行快速检索。
同时，本书还给出了材料中应用到的专业中英文关键词和所有表格的检索目录，以①Mechattronics一
词是由日本人发明的，由中国电子设备结构专业创始人之一、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叶尚辉教授介绍引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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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电子产品结构材料特性及其选择方法》全面介绍了电子产品结构常用材料的特性及其选择方法
，这些材料包括塑料、镀锌钢板、铝和铝合金、铍青铜和锡青铜、镁合金、钛合金、碳纤维复合材料
、印制板、防水和消声材料等。
作者根据多年的工作经验，以国际化的视野，参考了大量国外一流制造商的最新材料技术规格书的原
文，对国内外同类材料进行了比较和梳理，指出了很多成熟的材料在使用中的误区，介绍了一些新材
料的最新技术，并给出了材料优选的实例。
　　《电子产品结构材料特性及其选择方法》适用于从事电子产品结构设计、结构工艺、品质管理、
物料采购和项目管理等工作的人员，也可供电子产品结构设计、机电一体化、精密仪器、工程材料和
电子材料等专业的师生作为教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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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宁伟，工程师，历任南京熊猫集团东方无线电厂结构设计师、结构设计室主任、副所长、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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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科技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ABIT电脑（上海）研发中心常务副总经理，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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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3.2.2 吸收材料的特性参数 19713.2.3 吸收材料的种类 19913.3 消振材料 20113.3.1 消振材料的吸声机
理 20113.3.2 消振材料的主要参数 20313.3.3 消振材料的种类 20413.4 隔声材料 20513.4.1 隔声材料的定义
20513.4.2 隔声材料的特性参数 20613.4.3 隔声材料的种类和规格 20713.5 消声材料的比较和选择 20913.5.1
电子产品的噪声来源 20913.5.2 电子产品的噪声限值标准 20913.5.3 消声材料的比较和选择 21013.6 噪声
的测量简介 21213.6.1 测量内容 21213.6.2 测试仪器 21213.6.3 测试环境和方法 213参考文献附录 关键词中
英文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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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本章提要材料技术是产品的基础，也是结构工程师的基础，材料技术的进步往往是社会进　　步
的表现，例如青铜器的使用、塑料的使用、光纤的使用等。
材料的正确选择是对产品需求、材料功能、制造工艺、通用化和市场成本等因素综合权衡的结果。
　　选择电子产品结构材料是结构工程师的基础性工作。
选择材料要做到“知己知彼”。
首先是知己”，即所研发的产品需求：要了解产品的功能、性能和工艺性，要考虑通用化、性价比和
供货情况。
然后是“知彼”，即材料的特性：必须在繁多的材料中找出合适的种类，在选择的种类中找出关键的
参数，在关键的参数中对不同厂商的材料进行比较和鉴别。
　　本章介绍了电子产品结构材料选择的原则、要素和结构材料的应用现况，并列举了实例。
材料选择的原则是优先选自己熟悉的、已用过的材料。
在此基础上积累经验，发现材料的不足，然后再选用新材料，或对原材料加以改善，从而在材料选择
方面实现质量提升和创新。
选定材料后，由于材料的特性差异，零件的结构设计和工艺性也相应有不同要求，这方面的知识可以
参考本书其他章节中的选用实例。
　　选择材料时，不一定要选择最好的，但工程师一定要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材料，一流的材料能够做
到何种水平，谁是这个材料的技术领先者。
这样才能真正把握好材料选择这个环节。
1.1材料选择的原则1.1.1材料的通用化　材料选择要充分考虑已使用过的材料，除非有充足理由，不要
随意用新材料，这样可以借鉴已有材料的使用经验，产品设计容易成熟；同时，对一家公司来说，材
料品种少，易于采购和减少管理成本。
　　一般来说，大多数材料都有国际标准、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大的公司也有一些关于材料方面的
标准或规范，这都是需要尽量遵循的。
这样可以减少设计工作量和少走弯路，对设计新手来说，尤其应该如此，当有很多经验积累时才可以
在原来的材料基础上做改进，选择和使用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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