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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1世纪高等职业技术教育规划教材·机械工程类：机械制造基础》分为工程材料和机械零件制
造技术两部分，共17章。
内容包括：金属材料、金属材料热处理、钢材、铸铁、有色金属、其他材料、铸造、锻造、金属切削
加工基础、机械零件表面加工、机械零件加工精度、冲压、塑料成型、焊接与其他联接、电镀与涂装
、特种加工技术、先进制造技术。
《21世纪高等职业技术教育规划教材·机械工程类：机械制造基础》按照机械零件制造的一般工作过
程搭建教材框架、取舍材料，内容十分丰富，是传统的“金属材料与热处理”、“金属工艺学”、“
机械制造基础”、“互换性与技术测量”等课程内容的优化融合，并适当加入了一些汽车制造与装配
的基础知识。

　　《21世纪高等职业技术教育规划教材·机械工程类：机械制造基础》适合高等职业技术学院、高
等专科学校、高级技工学校、成人教育高校的机械制造与自动化、汽车制造与装配、数控技术、模具
设计与制造、机电工程、数控设备维护、工程机械运用与维护、工业企业管理等专业的学生使用，也
可供现代机械加工企业员工培训和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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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碳纤维-树脂复合材料。
它是由碳纤维与聚酯、酚醛、环氧、聚四氟乙烯等树脂组成，其性能优于玻璃钢，具有密度小，强度
高，弹性模量高，并具有优良的抗疲劳性能和抗冲击性能、良好的自润滑性、减摩耐磨性、耐蚀和耐
热性。
但碳纤维与树脂的结合力低，各向异性明显。
这类材料主要应用于运动器材、航空航天、机械制造、汽车工业及化学工业中。
　　（3）硼纤维-树脂复合材料。
是由硼纤维和环氧、聚酰亚胺等树脂组成，具有高的强度和弹性模量，良好的耐热性。
其缺点是各向异性明显、加工困难、成本太高，已逐渐被碳纤维取代。
主要用于航空航天和军事工业。
　　（4）碳化硅纤维-树脂复合材料。
是由碳化硅与环氧树脂组成的复合材料，具有高的强度和弹性模量，抗拉强度接近碳纤维-环氧树脂复
合材料，而抗压强度为其两倍，是-类很有发展前途的新材料，主要用于航空航天工业。
　　（5）有机纤维-树脂复合材料。
是由芳香族聚酰胺纤维（芳纶）与环氧、聚乙烯、聚碳酸酯、聚酯等树脂组成。
主要品种有凯芙拉（Kevlar）、诺麦克斯（Nomex）等。
其中最常用的是Kevlar纤维与环氧树脂组成的复合材料，主要性能特点是抗拉强度较高，与碳纤维-环
氧树脂复合材料相似；其延展性好，可与金属相当；耐冲击性超过碳纤维增强塑料；有优良的疲劳抗
力和减振性，其疲劳抗力高于玻璃钢和铝合金，减振能力为钢的8倍。
主要用于制造防弹衣、飞机机身、雷达天线罩、轻型舰船等。
　　（6）纤维增强陶瓷基复合材料。
纤维-陶瓷复合材料中的纤维能起到强化陶瓷的作用，但其更重要的作用是增加陶瓷材料的韧性，因此
陶瓷-纤维复合材料中的纤维具有“增韧补强”作用。
这种机制几乎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陶瓷材料的脆性问题。
目前用于增强陶瓷材料的纤维主要是碳纤维或石墨纤维，能大幅度提高冲击韧性和热振性，降低陶瓷
的脆性，而陶瓷基体则保证纤维在高温下不氧化烧蚀，使材料的综合力学性能大大提高。
如碳纤维-Si3N4复合材料可在1400℃长期工作，可用于制造飞机发动机叶片；碳纤维-石英陶瓷的冲击
韧性比烧结石英大40倍，抗弯强度大5～12倍，能承受1200～1500℃的高温气流冲蚀，可用于航天飞行
器的防热部件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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