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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金属液态成型原理》共10章，书中系统阐述了材料热加工过程中金属液态成形的基本原理。
第1章是液态金属的结构和性质，第2章是金属凝固过程的传热，第3章是液态金属凝固热力学及动力学
，第4章是单相及多相合金的结晶，第5章是金属凝固组织的控制，第6章是凝固新技术，第7章是合金
中的成分偏析，第8章是气孔与夹杂，第9章是缩孔与缩松，第10章是铸造应力、变形及裂纹。
 《金属液态成型原理》是普通高等学校 “材料成形与控制工程专业”液态成形（铸造）方向本科生
用的教材，同时也可作为材料加工液态成形方向研究生的参考书，还可作为金属材料工程、热加工以
及机械等工程专业师生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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