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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材料的强度和韧性是衡量结构材料优劣的首要指标，准确认知材料的
强度、韧性与其微观组织结构状态的变化规律，科学地将其运用于工程实 际，是材料设计与制造、机
械设计和制造工作者之历史使命。
《材料强韧
学基础(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系列教材)》(作者王磊、涂善东)将传统的金 属、陶瓷、高分子等三大材
料以及复合材料有机地融为一体，将材料力学
行为的微细观物理本质与力学行为的宏观规律有机结合，既强调材料强度 与韧性的经典理论，又介绍
本学科相关的一些新成就。
《材料强韧学基础(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系列教材)》可作为高等院校材料科学与工程及相关专 业教材，亦可作为材料与
机械相关领域工程技术人员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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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系列教材：材料强韧学基础》是根据我国高等理工科院校的材料科学与工
程专业的教学需要、根据2008年11月由教育部高等学校材料科学与工程教学指导委员会主办的材料科
学与工程专业精品教材编写研讨会决议组织编写的。
　　本书是考虑到学生已修完诸如《材料科学基础》、《工程力学》等课程，为进一步加强材料科学
与工程专业有关结构材料的知识而编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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