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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　　材料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之一。
20世纪70年代，材料、能源和信息技术被誉为现代文明的三大支柱；20世纪80年代后期，新材料技术
、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并列成为新技术革命的重要标志。
一直以来，发达的工业化国家都将材料科学看做重点发展学科。
　　《工程材料与成形技术》是机械、机电类专业的一门技术基础课，其主要任务是使学生获得机械
工程材料、成形技术、零件毛坯选择的基础知识和基本应用方法，为学习专业课和从事相关技术工作
奠定基础。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　　材料学基本知识：材料的力学性能、金属材料的组织结构、常用金属材料及
热处理、常用非金属材料和新材料。
　　材料的成形技术：金属材料的常用成形方法及应用。
　　零件毛坯的选择：毛坯选择的原则和主要依据。
　　零件材料的选择：机械零件材料选择的原则与方法。
　　通过本课程教学，应使学生达到以下目标：　　掌握常用金属材料的种类、牌号、热处理方法、
性能特点和应用范围。
　　了解常用非金属材料的种类、特性和主要用途。
　　了解新材料发展趋势。
　　熟悉常用成形技术的工艺特点和应用范围。
　　熟悉零件毛坯选择的原则和依据。
　　熟悉机械零件材料选择的一般原则与基本方法。
　　根据高职高专培养技术应用型人才的教学目标以及企业对人才规格的需求，本书编写时注重以下
几点：　　在内容处理上，以基础知识为骨干。
理论知识以&ldquo;应用&rdquo;为目的，以&ldquo;必需、够用&rdquo;为度，做了适当的精简与合并；
强调学生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
　　在知识更新上，紧跟高职高专教材的发展步伐，适当增加新材料知识。
　　在写作风格上，力求做到文字简练、语言规范、图文并茂、通俗易懂，并以章为教学单元，每章
后附思考题，以便于学生学习。
　　在学时安排上，本书参考学时为40～46学时（含实验4～8学时），第9章为选修内容，可供各高职
高专院校根据不同专业的要求及实验教学条件加以选择。
　　本书由多年从事高职高专金工课程教学的教师编写。
由练勇（编写第4、5、11、12、13、14章及全书统稿）和姜自莲任主编（编写第1、2、3、9章），谢
乐林任副主编（编写第6、7、8）章，郭海华参编（编写第10章）。
　　限于编者水平，加上时间短促，错误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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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工程材料与成形技术》以工程材料和成形技术为核心，主要内容包括：材料的力学性能、金属
材料的组织结构、常用金属材料及热处理、常用非金属材料和新材料、金属材料的常用成形方法及应
用、毛坯选择的主要依据以及机械零件材料选择的原则与方法。
全书共14章，每章均有思考题供学习时参考。

　　本书理论知识以“应用”为目的，以“必需、够用”为度，以培养技术应用型人才为目标，强调
学生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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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章 材料的力学性能
1.1 强度
1.1.1 静强度
1.1.2 疲劳强度
1.2 塑性
1.3 冲击韧性
1.4 硬度
1.4.1 布氏硬度
1.4.2 洛氏硬度
1.4.3 维氏硬度
思考题
第2章 金属材料基础知识
2.1 金属的晶体结构与结晶
2.1.1 金属的晶体结构
2.1.2 金属的结晶
2.2 合金的相结构和结晶
2.2.1 合金的基本相结构
2.2.2 合金的组织
2.2.3 合金的结晶
2.3 金属的强化
2.3.1 金属的塑性变形
2.3.2 金属强化的途径
思考题
第3章 铁碳合金
3.1 铁碳合金的基本相
3.1.1 纯铁的同素异晶转变
3.1.2 铁碳合金的三种基本相
3.2 铁碳合金相图
3.2.1 Fe-Fe3C相图概述
3.2.2 典型铁碳合金的结晶与组织转变分析
3.2.3 碳钢的性能及相图的应用
思考题
第4章 钢的热处理
4.1 钢热处理时的组织转变
4.1.1 钢在加热时的组织转变
4.1.2 奥氏体冷却时的组织转变
4.2 钢的预备热处理——退火与正火
4.2.1 钢的退火
4.2.2 钢的正火
4.2.3 退火与正火的选用
4.3 钢的最终热处理（1）——淬火与回火
4.3.1 钢的淬火
4.3.2 淬火钢的回火
4.3.3 钢的淬硬性与淬透性
4.4 钢的最终热处理（2）——表面热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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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表面淬火
4.4.2 化学热处理
4.5 热处理技术条件与工序位置
4.5.1 热处理技术条件
4.5.2 热处理工序位置安排
思考题
第5章 工业用钢
5.1 合金元素在钢中的作用
5.1.1 固溶强化铁素体
5.1.2 形成合金碳化物
5.1.3 细化奥氏体晶粒
5.1.4 稳定奥氏体
5.1.5 阻碍马氏体分解
5.2 钢的分类和牌号表示方法
5.2.1 钢的分类
5.2.2 常用钢的牌号表示法
5.3 结构钢
5.3.1 渗碳钢
5.3.2 调质钢
5.3.3 弹簧钢
5.3.4 滚动轴承钢
5.3.5 其他常用结构钢
5.4 工具钢
5.4.1 刃具钢
5.4.2 模具钢
5.5 特殊钢
5.5.1 不锈钢
5.5.2 耐磨钢
5.5.3 耐热钢
思考题
第6章 铸铁
6.1 铸铁的分类及碳的石墨化
6.1.1 铸铁的分类
6.1.2 碳的石墨化
6.2 灰铸铁
6.2.1 灰铸铁的成分、组织与性能
6.2.2 灰铸铁的热处理
6.2.3 灰铸铁的牌号与应用
6.3 球墨铸铁
6.3.1 球墨铸铁的成分、组织与性能
6.3.2 球墨铸铁的热处理
6.3.3 球墨铸铁的牌号和应用
6.4 其他铸铁
6.4.1 可锻铸铁
6.4.2 蠕墨铸铁
6.4.3 合金铸铁
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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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铝及铝合金
7.1.1 工业纯铝
7.1.2 铝合金
7.2 铜及铜合金
7.2.1 工业纯铜
7.2.2 铜合金
7.3 轴承合金
7.3.1 轴承合金的性能和组织特点
7.3.2 常用轴承合金
思考题
第8章 非金属材料与复合材料
8.1 高分子材料
8.1.1 高分子材料基础知识
8.1.2 常用高分子材料
8.2 陶瓷
8.2.1 陶瓷的组成与特性
8.2.2 陶瓷的分类与常用工业陶瓷
8.3 复合材料
8.3.1 复合材料的组成与特性
8.3.2 复合材料的分类与常用复合材料
思考题
第9章 新材料
9.1 纳米材料
9.1.1 纳米材料结构单元
9.1.2 纳米材料的性能
9.1.3 纳米技术及纳米材料的应用
9.2 智能材料
9.2.1 智能材料的构成
9.2.2 智能材料的特征
9.2.3 智能材料的分类
9.2.4 几种新型的智能材料
9.3 其他新材料
9.3.1 超导材料
9.3.2 生态环境材料
第10章 铸造
10.1 合金的铸造性能与常用铸造合金
10.1.1 合金的铸造性能
10.1.2 常用的铸造合金
10.2 砂型铸造
10.2.1 砂型铸造过程简介
10.2.2 砂型铸件常见缺陷
10.2.3 铸件图
10.3 特种铸造及铸造方法的选择
10.3.1 特种铸造
10.3.2 常用铸造方法的比较和选择
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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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锻压
11.1 锻造概述
11.1.1 锻造的作用
11.1.2 金属的锻造性能与锻造温度范围
11.1.3 常用金属材料的锻造性能和锻造特点
11.2 自由锻
11.2.1 自由锻的设备与基本工序
11.2.2 锻件图的绘制和坯料计算
11.3 模锻
11.3.1 锤上模锻
11.3.2 胎模锻
11.4 板料冲压
11.4.1 冲压设备
11.4.2 冲压基本工序
11.4.3 冲模分类和构造
思考题
第12章 焊接
12.1 手工电弧焊
12.1.1 手弧焊的工艺过程与冶金特点
12.1.2 焊条
12.1.3 手弧焊件的焊接质量
12.2 其他常用焊接方法与焊接方法的选择
12.2.1 其他常用焊接方法
12.2.2 常用焊接方法的选择
12.3 金属的焊接性能与焊件结构工艺性
12.3.1 金属的焊接性能
12.3.2 焊件结构工艺性
思考题
第13章 机械零件毛坯的选择
13.1 毛坯选择的原则
13.2 毛坯选择的依据
13.2.1 零件毛坯的种类
13.2.2 常用零件毛坯的选择
13.3 螺旋起重器主要零件的毛坯选择案例
思考题
第14章 材料及热处理的应用
14.1 零件的失效
14.1.1 断裂
14.1.2 磨损
14.1.3 其他失效
14.2 选材的原则和步骤
14.2.1 选材的原则
14.2.2 选材的步骤
14.3 机械零件的选材
14.3.1 机械零件的选材方法
14.3.2 传动零件的选材
14.3.3 轴、弹簧和机架的选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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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附录A 黑色金属硬度及强度的换算表
附录B 常用钢的热处理规范
附录C 热处理技术条件常用符号
附录D 常用钢的临界淬透直径
附录E 接触疲劳强度与表面硬度、材料、热处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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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金属材料的力学性能，铁碳合金相图，钢的热处理，常用金属材料的种类、特性和用途，常用非
金属材料、新材料的用途和发展趋势，常用成形技术的工艺特点和应用范围，零件毛坯的选择，零件
材料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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