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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材料工程基础，，是高等学校材料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专业课程体系中一门重要的学科基础课程。
《材料工程基础》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是为了适应高等学校材料科学与工程
类学科发展的需要和创新型工程人才的培养而编写的材料科学与工程类专业的本科教材。
本书内容整合了材料工程领域中的共性基础理论——动量、能量和质量传递的基本规律，以及上述理
论典型运用的单元过程——物料的干燥和燃料的燃烧。
本书既注重逻辑思维的严密性，又强调理论知识与工程实践的有机结合，并试图将材料工程领域的最
新科技成果充实到教材内容之中。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材料科学与工程类专业本科生教学的教材，以及研究生的教学参考书。
也可供在材料类工业领域中从事科研、设计、生产的工程技术人员阅读参考。
本书由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徐德龙教授、武汉理工大学谢峻林教授担任主编，由南京工业大学胡道和教
授、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曾汉侯教授负责审订。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徐德龙教授拟订了本教材的编写大纲和编写方案，并撰写了绪论部分；西安建筑科
技大学李辉副教授编写了第l章“流体力学基础”第1～3节、第1章思考题和习题，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肖国先教授编写了第1章“流体力学基础”第4～9节；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陈延信讲师编写了第2章“两
相流运动现象”；武汉理工大学姚三九教授和盐城工学院陈景华副教授编写了第3章“能量传递基础
”；南京工业大学周勇敏教授编写了第4章“质量传递基础”；武汉理工大学文进副教授编写了第5章
“物料干燥”；武汉理工大学谢峻林教授编写了第6章“燃烧及其燃烧”。
本书由曾汉侯教授、徐德龙教授、谢峻林教授负责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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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材料工程基础》是高等学校材料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专业课程体系中一门重要的学科基础课程
。
《材料工程基础》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是为了适应高等学校材料科学与工程
类学科发展的需要和创新型工程人才的培养而编写的材料科学与工程类专业的本科教材。
　　《材料工程基础》内容整合了材料工程领域中的共性基础理论——动量、能量和质量传递的基本
规律，以及上述理论典型运用的单元过程——物料的干燥和燃料的燃烧。
《材料工程基础》既注重逻辑思维的严密性，又强调理论知识与工程实践的有机结合，并试图将材料
工程领域的最新科技成果充实到教材内容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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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德龙，男，1952年8月出生，博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
师、粉体工程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硅酸盐学会副理事长、中国颗粒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台金建设
协会副理事长、教育部生态水泥工程中心主任、国家保密技术专家组专家、美国化学工程师学会A级
会员。
 长期从事硅酸盐工程及相关学科的基础理论与工程技术研究、推广和教学工作，在水泥悬浮预热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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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的中青年专家”等荣誉称号。
谢峻林，女，1965年生，博士，现任武汉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教务处副处长，“材料工程基
础”、“无机非金属材料实验”国家级精品课程负责人，湖北省教学名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专家，兼任教育部高等学校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无机非金属材料分委员会秘书长、湖
北省工程热物理学会理事、湖北省高等学校女高级知识分子科技创新研究会常务理事，湖北省跨世纪
学术骨干。
主持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国博士后基金、国家“863”计划、“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教
育部世行贷款教改项目等国家级科研、教学研究项目10余项，出版电子教材1部，承担“普通高等教育
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2本，发表论文近80篇。
获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1项，湖北省教学成果一等奖3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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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0 绪论0.3 关于材料工程基础的教学动量、能量和质量的传输现象是我们口常生活和工业生产中
普遍存在的现象，可谓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因而，我们要密切联系实际地学习、认识和研究传输现象的主要特征和基本规律。
教师在授课过程中要密切结合学生所熟悉的生活和生产的实际，深入浅出地进行讲解。
学生在自学或听课中也要处处自觉地与现实实际相联系，从而使认识得到升华，使理解更加透彻。
本课程的教学必须有相应的实验室试验和演示来配合完成。
由于受篇幅的限制，具体实验指导书不含在本教材之中。
 为了巩固和发展学生在基础课学习中已掌握的数学、物鲤方面的知识，本教程比较充分地应用了数学
和物理分析方法，故在教与学的过程中，要温习已学过的知识，从而达到温故而知新、循序渐进的目
的。
严格意义上讲，三大传输方程至今无法得到完全的解析解。
所给出的某些解析解，都是针对一些具体情况简化定解问题后的解析结果。
学习这些求解过程，对提高我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无疑有很大的帮助。
然而，随着计算机的迅速发展，通过数字模拟计算的方法来求解三大传输方程，进而实现对过程或单
元子系统的虚拟理论研究已成为现实，此任务将由后续的“计算机在材料科学与工程中的应用”课程
来完成，本课程的学习只是奠定一个基础。
在本课程的教学中尤其要高度重视学生观察事物现象、分析现象本质及其各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
，抓住主要矛盾并简化定解问题，灵活运用解析解、数值分析法、相似法、类比法等分析和处理问题
的思路和能力的培养。
要强调一些具体结论的适用条件和范围，绝不能将结论当作教条去灌输和学习。
否则，我们就无法培养出一代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可靠接班人和建设者，提高我国的自主创新
能力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宏伟蓝图也将无法实现。
如绪论开头所述，材料工程基础是一个新的课程体系，其内容尚不够完整，各部分的关系也欠和谐，
完善该课程体系的任务还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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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材料工程基础》可作为高等学校材料科学与工程类专业本科生教学的教材，以及研究生的教学参考
书。
也可供在材料类工业领域中从事科研、设计、生产的工程技术人员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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