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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工程材料及其成形技术基础》（申荣华、丁旭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8月出版）的
配套用书，是根据工程材料及其成形技术基础教学大纲和教学基本要求编写的。
工程材料及其成形技术基础是高等教育工科院校机械类和近机械类各专业学生必修的重要技术基础课
程。
工程材料部分的主要任务是阐述各种常用工程材料的化学成分、组织结构、强化手段或方法、使用性
能及实际应用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内在规律，为工程结构、机械零件的设计、制造加工和正确使用提供
有关合理选材、用材的必要理论指导和实际帮助。
材料成形技术基础部分是以研究制造金属机件加工工艺为主的综合性技术科学，它涉及机械制造从材
料到热、冷加工各方面。
因此，工程材料及其成形技术基础是学习机械零件及设计等课程和机械类相关各专业课程必不可少的
先修课程之一。
　　本书的内容包括《工程材料及其成形技术基础》教材的各章的内容提要与学习重点、课堂讨论指
导、练习题、自测题及参考答案、实验指导等部分。
内容提要与学习重点部分阐述《工程材料及其成形技术基础》教材各章的基本内容和学习重点。
书中提供了4次课堂讨论的内容，仅供参考选择。
课堂讨论是组织学生有准备地讨论课程中重点和难点，使学生理解和掌握这些重点和基本理论，也是
学生应用所学知识解决材料及其成形技术问题的一种模拟实践。
习题采用多种形式突出重点，且兼顾一般，既考虑有助于对基本理论的理解和掌握，又重视培养学生
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实验着重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分析问题能力和创新精神。
实验指导部分安排了6个实验，其中实验1、3、4、5为基本实验，其余为选修实验。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机械类、近机械类专业本、专科生学习“工程材料及其成形技术基础”、“
工程材料”、“机械工程材料”、“材料学概论”、“金属材料及热处理”、“材料成形技术基础”
等课程的辅助用书或研究生考试的辅导资料。
　　本书由贵州大学申荣华教授任主编，参加编写的还有贵州大学丁旭、陈之奇、姜云和周仁贵，贵
州师范大学徐卫平，贵阳学院林芸。
贵州大学研究牛贺文建、滕飞、凌静和李乃柱对本书的编写工作也提供了帮助。
本书是在编者积累的教学经验和资料以及在教学过程中使用过的工程材料及其成形技术基础的学习指
导、课堂讨论、习题、试卷、实验等基础上，经过多年不断的修订补充编纂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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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工程材料及其成形技术基础》的配套用书，内容包括《工程材料及其成形技术基础》教
材的内容提要与学习重点、课堂讨论指导、练习题、自测题及参考答案和实验指导。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机械类、近机械类各专业学生学习“工程材料及其成形技术基础”、“工程
材料”、“机械工程材料”、“材料学概论”、“金属材料及热处理”、“材料成形技术基础”等课
程的辅助或参考用书，也可作为研究生考试的辅导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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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零部件对材料性能的要求　　一、内容提要　　1．零部件所受的各种负荷　　工程构件与
机械零件（以下简称构件或零件）在工作条件下可能受到：　　（1）力学负荷。
零件受到的各种外力加载，在力学负荷作用条件下，零件将产生变形（如弹性变形、塑性变形等），
甚至出现断裂；　　（2）热负荷。
温度变化，在热负荷作用下，零件将产生尺寸和体积的改变，并产生热应力，同时随温度的升高，零
件的承载能力下降；　　（3）环境介质的作用。
零件服役条件状况，环境介质的作用主要表现为环境对零件表面造成的化学腐蚀、电化学腐蚀、摩擦
磨损和老化等。
　　零件在工作条件下受到的负荷有时只受到一种负荷作用，但更多的时候将受到两种或三种负荷的
同时作用。
　　2．工程设计与加工工艺所需要的材料性能　　机器是零件（或部件）问有确定的相对运动、用
来转换或利用机械能的机械。
机器一般是由零件、部件（为若干零件的组合，具备一定功能）组成一个整体，因此一部机器的整机
性能除与机器构造、加工与制造等因素有关外，还取决于零部件的结构与性能，尤其是关键件的材料
性能。
零件的性能由许多因素确定，其中材料因素（材料的成分、组织与性能）、加工工艺因素（各加工工
艺过程中对零件性能的所产生的影响）和结构因素（零件的形状、尺寸、与连接件的关系等）起主要
作用，此外，使用因素也起较大作用。
在结构因素和加工工艺因素正确合理的条件下，大多数零件的体积、质量、性能和寿命主要由材料因
素所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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