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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各种工程零部件在受力或力与其他环境因素综合作用时都会呈现出多样的、不同程度的损伤，严
重时会造成零部件的失效。
如果这些零部件位于设备中比较重要的位置，就会给国民经济及人身财产安全带来巨大损失，因此研
究机件材料的力学性能显得尤为重要。
本书是根据教育部最新颁布的课程教学基本要求和国家提出的创新型人才培养要求编写的，“材料力
学性能”是高等院校材料类、机械类和近材料类、近机械类专业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
本书共分8章，系统地阐述了材料在静荷载、动荷载作用下的力学性能、材料的断裂和断裂韧度、材
料的摩擦与磨损、材料的蠕变及高温下材料其他的力学性能，主要研究力或力与其他外界条件共同作
用下的材料的变形和断裂的基本规律及其本质，分析各种内在因素和外在条件对材料力学性能的影响
及机制，为正确选材和合理使用材料提供依据，为研制新材料、改进和开发冷热加工新工艺以及充分
发挥材料力学性能潜力指明方向，并为机器零件或构件的失效分析奠定一定基础。
　　本书力求将材料力学行为的微观物理本质与力学行为的宏观规律有机结合，既强调材料力学性能
的基本概念，又尽可能介绍与本学科相关的一些新成就，因此本书在内容的编排和设计上有所创新。
每一章均采取知识框架、导人案例以及穿插相关阅读材料等编排形式，便于读者深人学习研究。
本书语言简洁，信息量大，科学性和实用性强，内容新颖，引入新成果和新进展，有利于培养学生的
创新意识，拓宽读者专业知识面，便于读者了解当前国内外材料力学性能研究动态和发展趋势。
　　本书由时海芳、任鑫任主编，胡文全、高志玉任副主编。
其中绪论和第3章由时海芳编写，第1、2章由胡文全编写，第4～6章由高志玉编写，第7、8章由任鑫编
写。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阅了大量的有关著作、教材和技术资料，在此谨对这些著作、教材和技术
资料的编著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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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介绍材料在外载荷作用下或载荷与环境因素(温度、介质、加载速度)联合作用下所表现的行
为及其物理本质的评定方法，体现了加强基础、拓宽专业面、注重创新能力与素质培养的目标和原则
。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绪论、材料在单向静拉伸载荷下的力学性能、材料在其他静载荷下的力学性能、材
料在冲击载荷下的力学性能、材料的断裂韧性、材料在变动载荷下的力学性能、材料在环境条件下的
力学性能、材料在高温条件下的力学性能、材料的摩擦与磨损性能。
本书以阐述宏观规律为主，将宏观规律与微观机理相结合，同时强调理论与实际相联系。
    本书可作为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和材料成形及控制工程专业本科生教材，也可作为近材料类和近机
械类专业教学辅助参考书，还可作为有关科研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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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表明欲提高一个具体零件的弹性比功，除上述采取提高巩或降低E的措施外，还可以改变零件的体
积。
体积越大，弹性比功越大，亦即储存在零件中的弹性能越大。
　　生产中的弹簧主要是作为减振元件使用的，它既要吸收大量变形功，又不允许发生塑性变形。
因此，作为减振用的弹簧要求材料应尽可能具有最大的弹性比功。
从这个意义上说，理想的弹性材料应该是具有高弹性极限和低弹性模量的材料。
　　这里应强调指出的是弹性极限与弹性模量的区别。
前者是材料的强度指标，它敏感地取决于材料的成分、组织及其他结构因素，而后者是刚度指标，只
取决于原子间的结合力，属结构不敏感的性质，如前所述。
因此，在弹簧或弹簧钢的生产中，普遍采用的合金化、热处理以及冷加工等措施，其目的都是为了最
大限度地提高弹性极限，从而提高材料的弹性比功。
弹簧钢采用淬火中温回火，是为了获得回火屈氏体组织，即通过改变第二相的形态（指碳化物相的形
状、大小和分布特点）来提高其弹性极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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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颖　　编写体例新颖　借鉴优秀教材特别是国外精品教材的写作思路和方法。
图文并茂，活泼新颖。
书中设置导入案例、阅读材料和应用案例等多种模块，并配备大量实物图和实景圈，并辅以示意图进
行介绍，增强教材的可读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知识内窖新颖　充分反映学科新理论、新技术、新材料和新工艺，体现最新教学改革成果，并将
学科发展趋势和前沿研究内容以阅读材料的方式介绍给学生，增强教材内容的延展性，有效拓展学生
的知识面。
　　实用　　知识体系实用　以学生就业所需专业知识和操作技能为着眼点，着重讲解应用型人才培
养所需的技能。
理论讲解简单实用，重视实践环节，强化实际操作训练，培养学生的职业意识和职业能力。
让学生学而有用，学而能用。
　　内容编排实用　以学生为本，紧紧抓住学生专业学习的动力点，并充分考虑学生的认知过程，结
合不同的工程实例深入浅出地进行讲解，案例分析和习题设置注重启发性，强调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
和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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