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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材料是人类社会物质文明的基础，被称作现代社会文明的四大支柱之一。
具备特殊的性能或者优异的综合性能是所有工程材料的共性特征。
因此，材料性能是从事材料的研究、生产和应用的科学研究与工程技术人员共同关心的内容。
依据材料的性能表现——也就是受到外界因素作用时发生的状态变化属于物理范围还是化学范围，将
材料的性能划分为物理性能和化学性能两大类。
从所使用材料的数量看，工程材料的绝大部分都是在承受载荷作用，称作结构材料；与之相对的是所
谓的功能材料，主要利用它们在电、磁、光、热、声等方面的一些特殊物理性能。
由于工程上结构材料数量多,暴露的问题非常多，相关的研究工作细致，而其实际意义重大，有关材料
承受应力作用时表现出来的性能——材料的力学性能，或者称作机械性能，从材料的物理性能中单独
分离出来。
这样，材料的性能通常划分为化学性能、物理性能和力学性能。
从研究角度看，材料性能可以简单地归结为材料在一定外界条件下，对于外部作用的响应。
其中的外界条件是指使材料状态发生变化的作用因素，分为主要作用因素和环境因素。
其中的主要作用因素包括应力、温度、磁场、电场、化学介质、辐照等一种或者一种以上的联合作用
，而环境因素则是指环境温度与介质。
所谓的状态变化，包括形状、表观等各种各样关系到材料使用需求的性质。
材料性能的突出特点为其涵盖面的广泛性。
这样，处理材料性能问题时，掌握一定的方法，能够举一反三，从而能够快速地掌握某种新的材料性
能，是很重要的。
推荐给读者的基本处理方法包括以下四个互相关联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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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讨论材料在各种条件下的变形与断裂行为。
依据材料的力学行为遵循弹性变形—塑性变形—断裂的变化过程，将宏观性能与组织结构变化联系起
来，除了金属材料以外，还对聚合物、陶瓷以及复合材料的力学行为作了一定的补充。
既从力学角度，也从材料学角度对材料力学行为进行研究。
第1章主要阐述了材料的弹性变形。
第2，4，5～7,9章描述了材料在不同条件下表现出的变形和断裂行为，它们分别为室温下静载（第2章
）、温度与加载速率的影响（第4章）、载荷大小与方向随时间变化的影响（第5章）、高温下的行为
（第6章）、环境介质与载荷的联合作用（第7章）、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的力学行为（第9章）等。
第3章介绍了断裂力学与断裂韧性的初步知识，引入了金属、陶瓷材料及聚合物的韧化方法。
第8章为金属材料的强化。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金属材料工程、材料成形与控制工程、冶金工程、机械设计等专业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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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2章 工程材料在静载下的力学行为用于承受载荷作用的材料称为结构材料。
它们可以是金属、陶瓷、聚合物以及复合材料，在相同的载荷方式和环境的联合作用下，上述各类材
料表现出的力学行为，即变形和断裂行为是截然不同的。
变形和断裂是固体物质承受外力时，随外力增大所必然发生的普遍现象。
对于晶体结构材料来说，从变形到断裂的全过程总是由弹性变形、塑性变形和断裂三个阶段构成。
在变形开始阶段，外加载荷较小，卸载后，物体变形消失并完全恢复原状，这种变形称为“弹性变形
”。
关于“弹性变形”的相关内容在第一章 中已详细描述。
当外力继续增大到某一数值后再卸载时，物体发生的变形不能完全消失，这时材料进入塑性变形阶段
。
对于金属材料，形变抗力随塑性变形的发展而提高，称为应变硬化现象。
金属材料具有弹性、塑性和应变硬化的能力，是金属材料优于其他固体物质而在工程技术上被广泛应
用的原因之一。
由于金属和陶瓷的初级结合键的类型不同，陶瓷材料中的位错运动受到严格限制，很少呈现明显的塑
性变形，表现出固有的脆性。
与金属和陶瓷相比，聚合物通常呈现较低的弹性模量和较低的断裂强度，较高的延伸率。
聚合物的另一个重要特性是其力学性能与时间的相关性，即表现出弹性应变的时问相关性——滞弹性
，以及室温下的“蠕变”现象。
当塑性变形进行到一定程度时，材料内部出现裂纹。
在外力作用下，裂纹扩展，最终导致断裂。
塑性变形行为和包含裂纹萌生与扩展的断裂阶段的表现，受各种外界因素如加载条件、应力状态、温
度、应变速率、环境介质，及材料本身状态如组织结构的显著影响。
可以说，弹性变形、塑性变形和断裂这三个阶段是金属材料在外力作用下所产生的基本现象。
虽然说断裂清楚地显示了零件的失效，但应该指出的是，失效可能发生在断裂之前。
在许多情况下，导致失效的是断裂之前发生的塑性变形，比如，载重卡车超载运行或驶入坑洼地时车
轴发生弯曲，就是构件并没有断裂但是却已失效的例子之一。
单向拉伸试验可以表现出一般塑性材料从变形到断裂全过程中的力学行为。
本章首先从金属材料最典型的拉伸试验结果，即从应力一应变曲线开始，探讨从弹性变形过渡到塑性
变形、颈缩到断裂全过程的基本特点、机制及物理本质。
然后针对不同材料考虑测定其抵抗失效能力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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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材料力学行为》是由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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