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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机械制造基础》包括金属材料及热处理、非金属材料、锻造、焊接、金属冷加工等内容，是高等级
工科院校机械类和机电类各专业的重要技术基础课。
本书按照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原则编写，在加强基础理论同时，更加注重理论知识在生产中的应用性和
可操作性，建立整体优化的教学体系，便于学生对机械设计制造技术有一个整体的认识。
内容的阐述和编排符合教学规律，便于教学。
全书共分12章，由颜长锋主编，张俊副主编，樊留锁担任主审，参加编写的还有刘卫旗、杨宏才、赵
静、徐胜利、胡再林。
具体编写工作为，颜长锋（第1章、第6章），赵静（第2章），张俊（第3章、第9章），胡再林（第4
章、第10章），刘卫旗（第5章、第7章），徐胜利（第8章），杨宏才（第11章、第12章）对书中存在
的疏漏和不当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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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按照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原则编写。
在加强基础理论同时，更加注重理论知识在生产中的应用性和可操作性，建立整体优化的教学体系，
便于学生对机械设计制造技术有一个整体的认识。
内容的阐述和编排符合教学规律，便于教学。
　　《机械制造基础（工程材料与热加工篇）》主要包括：金属材料的力学性能、金属及合金的结构
、铁碳合金相图、钢的热处理、工业用钢、有色金属及其合金、其他工程材料、铸造、锻压、焊接、
金属切削加工基础知识、零件的选材与加工工艺分析等内容。
　　《机械制造基础（工程材料与热加工篇）》可作为高等院校机电类各专业的技术基础课教材，也
可供相关技术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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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在机械制造业中，金属材料是目前使用量最大、使用范围最广的材料。
金属材料分为钢铁材料和有色金属材料两大类。
金属材料有着优良的使用性能和加工工艺性能。
机器上由金属材料制成的零部件，在工作过程中都要承受外力（或称载荷）作用。
载荷作用的结果将引起零部件形状和尺寸的改变，这种改变称为变形。
由于所加载荷的大小、速度和形式的不同，所引起金属变形的方式也不同。
常见的变形方式有：拉伸、压缩、弯曲、扭转和剪切等。
金属材料在各种不同形式的载荷作用下所表现出来的特性叫做力学性能，通常用试验来测定。
常用的试验方法有拉伸试验、硬度试验、冲击试验等。
力学性能的主要指标有强度、塑性、硬度、冲击韧度和疲劳强度等。
1.1 强度和塑性若载荷缓慢地由零增加到某一值，以后保持不变或变动很不显著，则称为静载荷。
金属材料的强度、塑性等力学性能是在静载荷作用下测定的。
1.1.1 强度强度，是指金属材料在静载荷作用下抵抗变形和断裂的能力。
由于所受载荷的形式不同，金属材料的强度可分为抗拉强度、抗压强度、抗弯强度、抗扭强度、抗剪
强度等，各种强度之间有一定的联系。
一般情况下，多以抗拉强度作为判别金属材料强度高低的指标。
抗拉强度是通过拉伸试验测定的。
拉伸试验的方法是用静拉伸力对标准试样进行轴向拉伸，同时连续测量力和相应的伸长，直至断裂。
根据测得的数据，即可求出有关的力学性能。
1.拉伸试样为了使金属材料的力学性能指标在测试时能排除因试样形状、尺寸的不同而造成的影响，
并便于分析比较，试验时应先将被测金属材料制成标准试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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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机械制造基础(工程材料与热加工篇)》是由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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