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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材料及加工工艺》

前言

工程材料及加工工艺是高等院校机械类和近机械类学生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随着科学技术的发
展，新材料和新技术的不断问世及应用，对工程材料及加工工艺的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本书是根据
教育部最新颁布的《工程材料及机械制造基础课程教学基本要求》和《工程材料及机械制造基础系列
课程改革》的精神编写的，结合目前教改的基本指导思想和原则，以及实施素质教育和加强技术创新
的精神，根据高等学校机械类教学的实际需要，化学工业出版社组织国内部分高等院校编写了本书，
作为系列教材之一，供各高等院校使用。全书以材料的性能一结构一组织一成分一工艺这一普遍规律
为主线，将理论与工艺融为一体，较全面地介绍了工程材料的基本理论知识和加工工艺的基本原理、
工艺方法和技术要点，适当反映当代科技在工程材料及成型加工领域的新成就。全书共分12章，第1
～3章着重阐述材料学基础，包括材料的性能、结构、平衡组织和热处理工艺等；第4章着重阐述金属
材料，包括工业用钢、铸铁和有色金属及其合金；第5～7章分别阐述金属材料的加工工艺，即铸造、
锻压、焊接；第8～10章着重阐述非金属材料及其成型，包括高分子材料及加工工艺、陶瓷材料及加工
工艺和复合材料及加工工艺；第11章介绍了新型工程材料，包括形状记忆合金、非晶态合金、超塑性
合金、纳米材料等；第12章分别介绍了零部件的失效、材料及加工工艺的选用。参加编写本书的编者
都是多年从事本行业的教师、科研工作者等，他们分别是：青岛科技大学的刘春廷、马继、李镇江、
汪传生、刘俐华、赵海霞、张淼、马伯江和林广义。由刘春廷、马继和李镇江担任主编，由马继负责
统稿。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的胡壮麒院士、管恒荣研究员和孙晓峰研究员提
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在此谨表示深切的谢意！同时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已出版的多种教材（见
参考文献），并注意吸收各院校、研究所和企业的教学改革经验及科研成果，对此，谨向上述涉及的
单位和个人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编者水平有限，加之时间仓促，书中还存在不少不足之处，恳请广
大读者和师生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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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材料及加工工艺》

内容概要

《工程材料及加工工艺》以材料的性能-结构-组织-成分-工艺这一普遍规律为主线,将理论与工艺融为
一体,较全面地介绍了工程材料的基本理论知识、常用工程材料及加工的工艺原理、工艺方法、自身规
律等，归纳了选材和选择加工工艺的方法，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作一些尝试，适当反映当代科技在工
程材料及成形领域的新成就。 
全书共分12章,具体内容包括：材料学基础知识（包括材料的性能、结构、平衡组织和热处理工艺等）
、金属材料及加工工艺、高分子材料及加工工艺、陶瓷材料及加工工艺、复合材料及加工工艺、新型
工程材料和零部件的失效与材料及加工工艺的选用。为配合学习，各章末附有思考与练习，便于读者
深入研究。 
《工程材料及加工工艺》力求语言简洁，信息量大，科学性、实用性强，内容新颖，引入新材料、新
技术、新成果和新进展，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拓宽读者专业知识面，便于读者了解当前国内
外先进材料技术、加工工艺和方法的发展趋势。 
《工程材料及加工工艺》作为机械类专业技术基础课程工程材料及机制基础的教学用书，主要面向机
械类专本科学生，也可供近机类专业选用和有关工程技术人员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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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材料及加工工艺》

章节摘录

插图：第2章 金属材料的结构与凝固工程材料（包括金属材料、高分子材料、陶瓷材料和复合材料）
的性能主要取决于其化学成分、组织结构及加工工艺过程。在制造、使用、研究和发展固体材料时，
材料的内部结构是非常重要的研究对象。所谓结构就是指物质内部原子在空问的分布及排列规律。本
章将主要讨论金属材料的结构，对于高分子材料和陶瓷材料的结构将在第8章和第9章重点介绍。材料
按照结合键、原子或分子的大小不同，可在空间组成不同的排列类型即不同的结构。材料结构不同，
则性能不同；材料的种类和结合键都相同，但是原子排列的结构不同时，其性能也有很大的差别。通
常按原子在物质内部的排列规则性将固体材料分为晶体和非晶体。所谓晶体是指原子在其内部沿三维
空间呈周期性重复排列的一类物质。几乎所有金属、大部分的陶瓷以及部分聚合物在其凝固后具有晶
体结构。晶体的主要特点是：①结构有序；②物理性质表现为各向异性；③有固定的熔点；④在一定
条件下有规则的几何外形。所谓非晶体是指原子在其内部沿三维空间呈紊乱、无序排列的一类物质。
典型的非晶体材料是玻璃。虽然非晶体在整体上是无序的，但在很小的范围内原子排列还是有一定规
律的，所以原子的这种排列规律又称“短程有序”，而晶体中原子排列规律性又称为“长程有序”。
非晶体的特点是：①结构无序；②物理性质表现为各向同性；③没有固定的熔点；④热导率和热膨胀
性小；⑤在相同应力作用下，非晶体的塑性形变大；⑥组成非晶体的化学成分变化范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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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材料及加工工艺》

编辑推荐

《工程材料及加工工艺》：高等学校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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