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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材料结构与力学性质》由刘伟东、屈华、刘秉余、赵荣达和石萍编，以普通地方高等院材料类学生
为授课对象，以通俗易懂为原则介绍了材料微观结构与宏观力学性质的关系。
全书共分为六章，第一章介绍了固体材料的原子电子结构、晶体结构与合金相结构；第二章介绍了晶
体中的点缺陷与位错；第三章介绍了材料的表面与界面；第四章介绍了材料的变形、回复与再结晶以
及材料的高温变形、黏性和黏弹性变形；第五章介绍了材料常见强化方法、微观机制和基本理论；第
六章介绍了材料断裂的过程和微观机制以及断口分析方法。
通过对本教材的学习，可把材料的微观结构与宏观力学性质有机地结合起来，达到基础理论与应用融
会贯通的目的，有帮于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材料结构与力学性质》适用于普通地方高等院材料类专业师生使用，也可供相关专业的工程技术人
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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