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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金属材料与热处理是机械类、近机械类专业重要的专业基础课。
为了适应材料科学与制造技术发展的需求，针对高等职业教育技能型人才的培养目标，编者从机械专
业工程技术人员的实际生产要求出发，在总结高职院校机械类专业教学改革经验的基础上编写了本书
。
　　本书主要有以下特点：　　（1）注重在理论知识、素质、能力、技能等方面对学生进行全面的
培养，基础理论以“实用、够用”为原则，强调知识的实际运用和实践训练；　　（2）注重吸取现
有相关教材的优点，充实新知识、新工艺、新技术等内容，简化过多的理论介绍，以拓宽学生的专业
知识面；　　（3）突出职业技术教育特色，做到图解直观形象，力求做到理论深入浅出，内容重点
突出，文字通俗易懂，理论联系实际，加强学生实践技能和综合应用能力的培养；　　（4）注重文
字叙述精炼，通俗易懂，总结归纳提纲挈领；　　（5）每章配备复习思考题，引导学生积极思考，
形成师生相互交流与研讨的气氛，培养学生观察、探索、分析以及应用理论知识的能力。
　　根据各高职高专院校机械类、近机械类专业对各章节内容要求的不同，学时数安排的不同，在选
用本书作为教材时，可根据具体情况对各章节的内容加以取舍和调整。
　　本书由张毅主编，参加编写工作的还有甘肃畜牧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刘孜文、巨江澜、王祎才。
本书由兰州职业技术学院王技德教授主审。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得到了有关专家、学者的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本书难免有疏漏和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编者　　2012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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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职高专“十二五”规划教材：金属材料与热处理》共分十二章，内容主要包括金属材料的力
学性能、金属学基础知识、金属的塑性变形及再结晶、钢的热处理、常用的金属材料、非金属材料和
复合材料、机械制造中零件材料的选择等。
本教材在编写顺序上，按照由浅入深、循序渐进、便于教学的思路，注重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
每章后附有小结和习题，以便于学生理解吸收本章学过的内容。
　　《高职高专“十二五”规划教材：金属材料与热处理》适合高职高专院校机械类、近机械类专业
使用，同时也适用于成人大学、中等专业学校和相关技术人员自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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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1 工程材料的分类 工程材料主要是指用于机械、车辆、船舶、建筑、化工、能
源、仪器仪表、航空航天等工程领域中的材料，包括用来制造工程构件和机械零件的材料，也包括一
些用于制造工具的材料和具有特殊性能（如耐蚀、耐高温等）的材料。
 工程材料种类繁多，分类方法也有多种。
按材料结合键的性质来分，工程材料可分为金属材料、高分子材料、陶瓷材料、复合材料四类。
金属材料主要以金属键结合，高分子材料以分子键和共价键结合，陶瓷材料以离子键、共价键结合，
复合材料可由多种结合键组成。
 1．1．1 金属材料 金属材料是最重要的工程材料之一，它包括金属和以金属为基的合金。
最简单的金属材料是纯金属。
工程应用的金属材料原子间的结合键基本上为金属键，且皆为金属晶体材料。
工业上把金属和其合金分为两大部分。
 （1）黑色金属 铁及以铁为基的合金。
 （2）有色金属 黑色金属以外的所有金属及其合金。
 1．1．2 高分子材料 高分子材料为有机合成材料，亦称聚合物。
它具有较高的强度，良好的塑性，较强的耐腐蚀性能，很好的绝缘性以及密度低等优良性能，在工程
上是发展最快的一类新型结构材料。
 高分子材料是由大量相对分子质量特别大的大分子化合物组成的，每个大分子皆包含大量结构相同、
相互连接的链节。
有机物质主要以碳元素（通常还有氢）为其结构组成，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构成大分子的主链。
大分子内的原子之间由很强的共价键结合，而大分子与大分子之间的结合力为较弱的范德华力。
工程上通常根据力学性能和使用状态将其分为四大类：塑料、合成纤维、橡胶、胶黏剂。
 1．1．3 陶瓷材料 陶瓷是由一种或多种金属元素与一种非金属元素（通常为氧）组成的化合物。
它的硬度很高，但脆性很大。
陶瓷材料属于无机非金属材料，主要为金属氧化物和金属非氧化物。
由于大部分无机非金属材料含有硅和其他元素的化合物，所以又叫做硅酸盐材料。
它一般包括无机玻璃（硅酸盐玻璃）、玻璃陶瓷（或称微晶玻璃）和陶瓷等三类。
 1．1．4 复合材料 复合材料是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材料的组合材料，其性能优于它的任一组成材料。
复合材料可以由各种不同种类的材料复合组成，所以它的结合键非常复杂。
它在强度、刚度和耐蚀性方面比单纯的金属、陶瓷和聚合物都优越，是一类特殊的工程材料，具有广
阔的发展前景。
1．2 工程材料的性能 材料的性能，是指用来表征材料在给定外界条件下的行为参量，当外界条件发生
变化时，同一种材料的某些性能也会随之变化。
通常所指金属材料的性能包括以下两个方面，如图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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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职高专"十二五"规划教材:金属材料与热处理》适合高职高专院校机械类、近机械类专业使用，同
时也适用于成人大学、中等专业学校和相关技术人员自学参考。
《高职高专"十二五"规划教材:金属材料与热处理》主要有以下特点：(1)注重在理论知识、素质、能力
、技能等方面对学生进行全面的培养，基础理论以“实用、够用”为原则，强调知识的实际运用和实
践训练；(2)注重吸取现有相关教材的优点，充实新知识、新工艺、新技术等内容，简化过多的理论介
绍，以拓宽学生的专业知识面；(3)突出职业技术教育特色，做到图解直观形象，力求做到理论深入浅
出，内容重点突出，文字通俗易懂，理论联系实际，加强学生实践技能和综合应用能力的培养；(4)注
重文字叙述精炼，通俗易懂，总结归纳提纲挈领；(5)每章配备复习思考题，引导学生积极思考，形成
师生相互交流与研讨的气氛，培养学生观察、探索、分析以及应用理沦知识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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