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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材料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是高新技术发展和社会现代化的先导，是一个国家科学
技术和工业水平的反映和标志。
新材料及新材料技术对人类的生活水平、国家安全及经济实力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新材料的出现和使用往往给技术进步、新产业的形成乃至整个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带来重大影响。
因此，20世纪80年代以高技术群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将新材料、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并列为新技术
革命的重要标志。
　　所谓新材料，是指那些正在发展，且具有优异性能和应用前景的一类材料，而传统材料是指那些
已经成熟且在工业中大批量生产和大量应用的材料，如普通的钢铁、水泥、塑料等。
传统材料是发展新材料和高技术的基础，而新材料又往往能推动传统材料的升级改造和进一步发展。
新材料和传统材料之间并无明显的界限，传统材料通过采用新技术，提高技术含量，提高性能，大幅
度增加附加值后可以成为新材料；新材料在经过长期生产与应用之后也就成为传统材料。
　　按照高校本科专业设置和培养目标调整与改革要求，对于材料类专业的学生，在掌握一些特定传
统材料的扎实专业知识的同时，也要熟悉其他各类材料特别是薪材料，从而掌握比较全面的材料科学
和工程方面的综合知识，提高学生的综合科学素质。
　　对于非材料类专业的理工科学生，甚至人文社科类专业的学生，对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有一些基
本的认识，了解新材料的分类、特性、应用和发展方面的一些基本知识，对于拓宽其知识结构，提高
人文素质和科学素质也是必要的。
　　为满足上述大学本科教学要求，教育部高等学校材料科学与工程教学指导委员会组织相关高校的
教师，在多次研讨的基础上编写了这本《新材料概论》。
本书可以作为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导论课程以及非材料类专业大学通识教育基础课的教材或参考用
书，也可供相关专业的科研人员和管理人员阅读，以便于他们了解材料，尤其是新材料的基本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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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教育部高等学校材料科学与工程教学指导委员会规划教材，根据教育部高等学校材料科学
与工程教学指导委员会本课程“教学基本要求”编写。
　　对材料类专业及其他相关专业的学生，掌握各类材料，特别是新材料的相关知识，对于拓展其知
识结构，提高综合科学素质是十分必要的。
本教材正是为满足上述教学改革和人才培养需要而编写的。
全书共分12章，第1章为材料概论，简要介绍了材料的特征和分类，材料结构与性能的基本知识，材料
的发展简史，阐述了新材料的基本特点和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科技推动作用，同时还简要介绍了材料科
学与工程的内涵和基本要素。
其余11章分别从概念、性能特点、应用和发展等方面分类介绍了高性能结构材料、先进复合材料、电
性材料、磁性材料、光学功能材料、信息功能材料、新能源材料、智能材料、生物医用材料、纳米材
料、生态环境材料。
　　本书具有内容新颖，涵盖面广，通俗易懂，可读性强等特点。
可作为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导论课程的选用教材，也可作为非材料专业大学通识教育基础课程的参考
教材，还适合从事与材料相关的科研人员、管理人员以及生产技术人员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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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材料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
20世纪70年代人们把信息、材料和能源誉为当代文明的三大支柱。
20世纪80年代以高技术群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又把新材料、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并列为新技术革命
的重要标志。
这主要是因为材料与国民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人民生活密切相关。
　　材料是人类用于制造物品、器件、构件、机器或其他产品的那些物质。
材料是物质，但不是所有物质都可以称为材料。
如燃料和化学原料、工业化学品、食物和药物，一般都不算是材料。
但是这个定义并不是十分严格的。
如炸药、固体火箭推进剂，一般称之为“含能材料”，因为它属于火炮或火箭的组成部分。
　　材料除了具有重要性和普遍性以外，还具有多样性。
由于多种多样，分类方法也就没有一个统一标准。
从材料来源来分，材料可分为天然材料和人造材料两大类。
天然材料指天然存在的未加工的材料，如石料、木材、骨头、橡胶等。
人造材料是指人类以天然物质为原料通过物理、化工方法合成制造的材料，如钢铁材料、陶瓷材料、
合成纤维、复合材料等（见图1－1）。
从物理化学属性来分，可分为金属材料、无机非金属材料、有机高分子材料和复合材料。
由金属元素或以金属元素为主形成的具有金属特征的材料统称为金属材料。
它包括纯金属及其合金，金属间化合物以及金属基复合材料等。
工业上把金属及其合金分成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两大部分：黑色金属包括铁、铬、锰及其合金，作为
工业材料使用的主要指铁及铁基合金（钢、铸铁和铁合金）；有色金属指黑色金属以外的所有金属及
其合金。
　　新型金属材料除黑色金属、有色金属外，还包括特种金属材料，即那些具有不同用途的结构和功
能金属材料。
其中有急冷形成的非晶态、准晶、微晶、纳米晶等金属材料和用于隐身、抗氢、超导、形状记忆、耐
磨、减振阻尼等的金属材料。
　　以某些元素的氧化物、碳化物、氢化物、卤素化合物以及硅酸盐、铝酸盐、磷酸盐、硼酸盐等物
质组成的材料称为无机非金属材料。
无机非金属材料是20世纪40年代以后，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从传统的硅酸盐材料演变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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