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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容简介
本书分为两篇共9章。第1篇为机械工程材料，内容包括工程材料及其性能，碳钢、铸铁及
热处理，合金钢，有色金属及其合金，高分子材料、陶瓷材料及复合材料共5章，着重介绍各类
工程材料的组织结构、冷热加工工艺及性能特点和应用范围，以使学生掌握必要的材料知识和
有关的基本理论；第2篇为设计选材，内容包括刚度与强度，脆性断裂、疲劳与蠕变，腐蚀与磨
损，工程材料的选用共4章，着重介绍工程材料各种性能的物理本质、衡量指标、失效方式及提
高性能的途径。本书既具有必要的基本理论，又加强了针对性和实用性。
本书各章后均附有习题与思考题，以帮助读者思考、复习、巩固和引伸所学知识。
本教材主要供机械制造和设计类各专业大学本科学生使用，也可供从事机械制造和设计
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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