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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金属材料既是传统材料又是先进材料，目前使用的钢铁材料有许多10年前尚不能生产，金属材料
的功能化、复合化、与环境的协调化成为金属材料的发展方向。
金属材料是所有材料中使用量最大的材料，21世纪金属材料在结构材料中仍将占据主导地位，这在以
实现工业化为历史任务的我国更是如此，例如，2004年我国的钢产量达47亿t，相当于美、日、俄三个
钢铁生产大国产量的总和，而10种常用有色金属的总产量已连续多年居世界首位。
因此，正确选择金属材料、合理使用金属材料、提高材料的利用率已成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急需解决的
问题。
　　《金属材料学》是金属材料工程等材料类专业的重要课程，金属材料学属于应用科学基础范畴，
它以凝聚态物理和物理化学、晶体学为理论基础，结合冶金、机械、化工等知识，探讨金属材料成分
、结构和性能之间的内在规律，并根据具体构件的使用要求，力求能用经济合理的方法制备出来。
因此本书在编写时注意了以下几点：①以“服役条件一性能要求一化学成分设计一热处理工艺一获得
的组织一满足构件的性能要求”为主线，运用金属学和热处理等方面的基本知识，重点阐述合金元素
的影响，为学生根据构件的服役条件和性能要求合理选择使用金属材料、正确制定热加工工艺、获得
优质构件打下必要的理论基础。
②在教材编写时注意讲清每种材料的来龙去脉，指明思路，叙述上深度和广度适中，宏观规律和微观
机理相结合，以阐述宏观规律为主，加强材料性能和工程应用的介绍。
③考虑到学时的因素，篇幅不宜过大，但同时补充一些在工程应用领域材料研究的新进展，以便读者
自主选择。
④对一些在《材料科学基础》、《热处理原理和工艺》等课程中介绍过的内容进行了精简，如回火脆
性等。
　　全书分为14章，第1章～第4章、第12章由凤仪老师编写，第5章、第6章由王文芳老师编写，第7章
一第11章由张学斌老师编写，第13章由仲洪海老师编写，第14章由陈九磅老师编写，全书由凤仪老师
统稿。
作者在本书编写过程中参考和引用了一些单位及作者的资料和图片，在此谨致谢意。
　　由于编者学术水平有限，书中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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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金属材料学》为高等学校材料类专业教材，全书共分为三篇14章。
第一篇介绍了钢铁材料，分章阐述了钢铁材料的合金化原理以及工程结构钢、机械制造结构钢、工模
具钢、不锈钢、耐热钢和铸铁的化学成分、热处理工艺、组织和性能之间的关系。
第二篇讲述了有色金属材料，着重介绍用途比较广泛的铝合金、铜合金、钛合金和镁合金。
《金属材料学》根据材料研究的新发展，介绍了在工程应用领域取得重要进展的新型金属材料一一粉
末冶金材料、金属基复合材料和形状记忆合金材料。
为了帮助学生更深入理解教材內容，培养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每章都有小结，并安排了一定数量
的习题。
　　《金属材料学》既可以作为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的本科生教材，也可供研究生和从事这方面工作
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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