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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是1998年国家教育部进行专业调整时，在原铸造专业、焊接专业、锻压
专业及热处理专业基础上新设立的一个专业，其目的是为了改变原来老专业口径过窄、适应性不强的
状况。
新专业强调“厚基础、宽专业”，以拓宽专业面，加强学科基础，培养出适合经济快速发展需要的人
才。
　　但是由于各院校原有的专业基础、专业定位、培养目标不同，也导致在人才培养模式上存在较大
差异。
例如，一些研究型大学担负着精英教育的责任，以培养科学研究型和科学研究与工程技术复合型人才
为主，学生毕业以后大部分攻读研究生，继续深造，因此大多是以通识教育为主。
而大多数教学研究型和教学型大学担负着大众化教育的责任，以培养工程技术型、应用复合型人才为
主，学生毕业以后大部分走向工作岗位，因此大多数是进行通识与专业并重的教育。
而且目前我国社会和工厂企业的专业人才培训体系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从人才市场来看，许多工厂企
业仍按照行业特征来招聘人才。
如果学生在校期间的专业课学得过少，而毕业后又不能接受继续教育，就很难承担用人单位的工作。
因此许多学校在拓宽了专业面的同时也设置了专业方向。
　　针对上述情况，教育部高等学校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于2008年制定了《材
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分类指导性培养计划》，共分四个大类。
其中第三类为按照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分专业方向的培养计划，按这种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学生的
学校占被调查学校的大多数。
其目标是培养掌握材料成形及控制工程领域的基础理论和专业基础知识，具备解决材料成形及控制工
程问题的实践能力和一定的科学研究能力，具有创新精神，能在铸造、焊接、模具或塑性成形领域从
事设计、制造、技术开发、科学研究和管理等工作，综合素质高的应用型高级工程技术人才。
其突出特色是设置专业方向，强化专业基础，具有较鲜明的行业特色。
　　由化学工业出版社组织编写和出版的这套“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系列规划教材”，针对第三类培
养方案，按照焊接、铸造、塑性成形、模具四个方向来组织教材内容和编写方向。
教材内容与时俱进，在传统知识的基础上，注重新知识、新理论、新技术、新工艺、新成果的补充。
根据教学内容、学时、教学大纲的要求，突出重点、难点，力争在教材中体现工程实践思想。
体现建设“立体化”精品教材的宗旨，提倡为主干课程配套电子教案、学习指导、习题解答的指导。
　　希望本套教材的出版能够为培养理论基础和专业知识扎实、工程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强、综合素
质高的材料成形及加工的专业性人才提供重要的教学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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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有限元在金属塑性成形中的应用》主要论述了有限元在金属塑性成形中的应用及相关知识。
具体内容包括：金属塑性成形塑性力学基础，弹塑性有限元理论基础及应用，板料冲压成形数值模拟
，刚塑性有限元理论基础与应用，体积成形有限元数值模拟。
　　《有限元在金属塑性成形中的应用》可供高校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与材料加工工程专业的本
科生、研究生使用，也可供机械、造船等企业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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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Courant第一次应用定义在三角区域上的分片连续函数和最小位能原理来求解圣维南（St.Venant）
扭转问题。
现代有限元法的第一个成功的尝试是在1956年，Turner、Clough等在分析飞机结构时，将钢架位移法
推广应用于弹性力学平面问题，给出了用三角形单元求得平面应力问题的正确答案，故当时称为直接
刚度法。
1960年，Clough进一步处理了平面弹性问题，并第一次提出了“有限单元法”（finite element method
，FEM），使人们认识到它的功效。
1963年，Melosh认识到，有限元法的数学基础是变分原理，是一种基于变分原理的分片的Ritz法，这就
奠定了有限元的数学理论基础。
后来人们发现，早在1943年，Courant就曾采用变分原理和分片插值的方法求解了圣维南扭转问题，只
是由于当时计算机尚未出现，Courant的论文未能得到重视。
我国学者曾在这一方面做出过杰出贡献，胡海昌于1954年提出了后来称为Hu.Washizu变分原理的三类
变量弹性力学广义变分原理，该变分原理是多变量有限元的理论基础。
冯康于1965年提出了基于变分原理的差分格式，实质上就是有限元方法。
遗憾的是，限于当时的学术交流环境，这两篇论文均只在国内发表，当时未能引起国际同行注意。
我国著名力学家、教育家徐芝纶院士（河海大学教授）首次将有限元法引入我国，对它的应用起了很
大的推动作用。
　　早期的有限元法建立在虚功原理和最小势能原理基础上，随着认识的加深，各国学者们建立了基
于不同变分原理的有限元法。
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有限元法向着深度和广度发展，有限元基本理论和方法已发展成熟，
有限元分析方法从最早的结构化矩阵分析，逐步推广到板、壳、实体等连续体固体力学分析。
随后的研究致力于高精度单元、板壳单元、非线性问题的迭代求解方法、适用于新型材料的有限元法
、多尺度有限元法和多场耦合等问题的研究。
近年来有限元法已经发展到流体力学、温度场、电传导、磁场、渗流和声场等问题的求解计算，以及
求解一些交叉学科的问题。
　　从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到现在，一方面，在理论上，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线性理论已经远远不
能满足设计的要求，例如建筑行业的高层建筑和大跨度旋索桥的出现，就要求考虑结构的大位移和大
应变等几何非线性问题；航天和动力工程的高温部件存在热变形和热应力，也要考虑材料的非线性问
题；塑料、橡胶和复合材料等各种新型材料的出现，仅线性计算理论已经不足以解决遇到的问题，只
有采用非线性有限元法才能解决。
在有限元的传统领域固体力学中，非线性有限元逐渐成熟，同时在其他领域，比如压电分析、电磁场
分析方面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另一方面，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软件工程的兴起，大型商用有限元软件在更好的人机界面、更强
的分析功能、更直观结果的显示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并日益和计算机辅助设计（CAD）软件集成
在一起，给工程设计带来巨大的变革。
为了提高有限元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效率，前置建模及网格划分和后置数据处理已经越来越受到重视
。
工程师在分析计算一个工程问题时有800石以上的精力会花在数据准备和结果分析上。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有限元在金属塑性成形中的应用>>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