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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工程材料》课程是高等院校机类专业的一门技术基础课。
《工程材料》课程的任务是从机械工程的应用角度出发，阐明机械工程材料的基本理论，了解材料的
成分，加工工艺、组织、结构与性能之间的关系；介绍常用机械工程材料及其应用等基本知识。
本课程的目的是使学生通过学习，在掌握机械工程材料的基本理论及基本知识的基础上，具备根据机
械零件使用条件和性能要求，对结构零件进行合理选材及制定零件工艺路线的初步能力。
由于能源、材料和信息是现代社会和现代科学技术的三大支柱，学习并掌握工程材料的基本知识，对
于工科院校机械类专业的学牛是十分必要的。
国内外许多高等院校已把《工程材料》（或称《机械工程材料》）课程设置为机械类专业的一门十分
重要的技术基础课。
本书根据高等工业学校机械工程材料教学大纲和教学要求编定，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
划教材，可作为高等院校学生学习工程材料课程的教材，也可供报考机械类专业研究生的考生和有关
工程技术人员学习、参考。
本书是在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郑明新教授主编的《工程材料》第1版（1983年）、第2版（1991年）
，以及朱张校教授主编的《工程材料》第3版（2001年）的基础上重编的。
本书在课程体系和内容上作了较大的改革。
南于本书主要供非材料类专业学生使用，因此重点在于阐明各种工程材料的组织结构、性能和应用，
以及正确选材和用材的基本知识。
近年来，我国的研究生教育事业发展很快，一些院校和研究单位把“工程材料”作为机械类专业研究
生招生考试科目，并把《工程材料》教材作为重要参考书。
因此本书加强了材料学方面的内容，以利于加强学生的材料科学基础知识。
同时重视材料学理论在工程实际中的应用，引入了大量工程应用实例，引导学生理论联系实际，掌握
基本理论知识。
《工程材料》第4版由三部分内容组成。
第一部分为基本理论部分，由第1章、第2章组成，阐述了工程材料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其内容
为工程材料的结构、组织和性能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金属材料组织与性能的影响因素和规律。
第二部分为工程材料知识部分，包括第3章至第7章。
介绍了常用金属材料、高分子材料、陶瓷材料、复合材料的成分、组织、性能及其应用知识。
同时对功能材料和其他新材料作了介绍，以扩展学生的材料知识面。
第三部分为工程材料的应用部分，由第8章至第10章组成。
介绍机械零件的失效与选材知识以及工程材料在汽车、机床、仪器仪表、热能设备、化工设备及航空
航天器等领域的应用情况，其中“工程材料的应用”一章可根据不同专业的学生，有选择地讲授部分
内容，其他内容可由学生自学。
书中引入了较多的新材料、新技术知识，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本书的重点是第2、3章和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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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根据高等工业学校机械工程材料及物理化学课程教学指导小组制定的机械工程材料课程教学大纲
和教学基本要求编写。
阐述了工程材料的结构、组织、性能及其影响因素等工程材料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规律；介绍了金属材
料、高分子材料、陶瓷材料、复合材料等常用工程材料以及它们的应用等基本知识；讨论了机械零件
的失效与选材等内容。

本教材可作为高等院校机类专业学生用书，也可供报考机械类专业研究生的考生和布关工程技术人员
学习、参考。

本教材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本教材课程2005年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并荣获2004年度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

与本书相配的《工程材料习题与辅导（第4版）》及与本书相配的《工程材料教师参考书》、《工程
材料多媒体教案》也已经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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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1章 材料的结构与性能特点1.1 金属材料的结构与组织材料的性能决定于材料的化学成分和其
内部的组织结构。
固态物质按其原子（离子或分子）的聚集状态可分为两大类：晶体与非晶体。
原子（离子或分子）在三维空问有规则地周期性重复排列的物体称为晶体，如天然金刚石、水晶、氯
化钠等。
原子（离子或分子）在空间无规则排列的物体则称为非晶体，如松香、石蜡、玻璃等。
由于金属由金属键结合，其内部的金属离子在空间有规则地排列，因此固态金属一般情况下均是晶体
。
1.1.1 纯金属的晶体结构晶体中原子（离子或分子）规则排列的方式称为晶体结构。
为了便于研究，假设通过金属原子（离子）的中心画出许多空问直线，这些直线形成空间格架，称为
晶格。
晶格的结点为金属原子（或离子）平衡中心的位置。
能反映该晶格特征的最小组成单元称为晶胞。
晶胞在三维空间重复排列构成晶格。
晶胞的基本特性即反映该晶体结构（晶格）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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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工程材料(第4版)》：清华大学工程材料系列教材，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国家
级精品课程教材，北京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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