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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根据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等文件的要求，结合相关教学
大纲及高职高专学生实际情况而编写的，是机械及其相关专业学生的通用教材。
本书的基本内容为金属学及热处理基础知识、机械工程材料及近代机械制造中广泛采用的热加工、冷
加工方法。
通过本书的学习可使读者了解金属的微观组织结构、使用性能及用途，了解钢的常规热处理方法及金
属材料热加工、冷加工的工艺过程。
知识经济的迅猛发展对人的素质和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企业中，完善的管理、先进的设计是获得高质量产品的前提，但如果没有高素质、高水平的一线操作
者和管理者作保证，也无法实现预期的产量及质量目标，因此，本书的出发点是：①理论联系实际，
培养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理论知识指导实践。
②结合实验课和实习课，使学生比较系统地了解金属性能及机械制造过程的每一个环节，培养学生的
观察能力和实际动手能力，造就既有一定专业特长、又有广泛知识面的“T”型人才。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力求文字精炼、准确、通俗易懂；尽量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使内容丰富、新颖、
由浅入深；突出理论知识的同时，注重实践性和实用性；在时效性方面，尽量反映机械制造领域的新
技术、新材料、新工艺及新设备，使学生的认识跟上现代科技发展的步伐，符合职业技术教育的新要
求。
本书由廊坊职业技术学院张炳岭任主编，张士杰、段红霞任副主编。
其中，绪论、第五章至第十二章由张炳岭编写；第一章至第四章由张士杰编写；第十三章至第十五章
由段红霞编写，第十六章由赵玲亚编写；第十七章、第十八章由孙冬菊编写。
本书由北华航天工业学院赵东方教授主审。
本书的编写过程中，廊坊职业技术学院、北华航天工业学院及廊坊市管道技术学院等单位的教师给予
了指导和帮助，书中所用金相图由廊坊职业技术学院金工实验室提供，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时间仓促，加之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缺点与错误，恳请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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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根据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等文件的要求，结合新时期高
等职业技术学校“金属工艺学”课程教学大纲编写而成的。
本书共分18章，内容包括金属的性能、金属的晶体结构与结晶、铁碳合金、钢的热处理、钢铁材料生
产过程概述、非合金钢、低合金钢及合金钢、铸铁、非铁金属及其合金、硬质合金、其他工程材料、
铸造、锻压、焊接、切削加工基础知识、常用切削加工设备及功用、特种加工简介、机械制造工艺过
程概述等。

本书配有电子教案，使用本书的老师可登录机械工业出版社教材网http ：／／www．cmpedu．com下
载。

本书适合作为高职高专院校、重点中职学校机械及其相关专业的教学用书，也可作为相关工程技术人
员的参考或培训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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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篇 金属学及热处理基础第一章 金属的性能为了正确、经济、合理地使用金属材料，应充
分了解和掌握金属的性能，尤其在机械制造业中，金属材料由于具有许多良好的性能，被广泛地用于
制造生产和生活用品。
金属材料的性能分为使用性能和工艺性能。
使用性能是指金属材料在使用条件下所表现出来的性能，包括力学性能、物理性能、化学性能等。
工艺性能是指金属材料在制造加工过程中反映出来的性能，包括铸造性能、锻造性能、焊接性能、热
处理性能和切削加工性能等。
第一节 金属的力学性能金属力学性能是指金属在力的作用下所显示出的，与弹性和非弹性反应相关或
涉及应力一应变关系的性能。
金属的力学性能是使用性能的必要条件，是设计和制造机械零件或工具的重要依据。
根据金属受力特点的不同，将表现出各种不同的特性，显示出各种不同的力学性能。
金属的力学性能主要有强度、塑性、韧性、硬度和疲劳强度等。
一、强度金属材料在加工及使用过程中所受的外力称为载荷。
根据载荷作用性质的不同，可以分为静载荷、冲击载荷及循环载荷三种。
静载荷是指大小不变或变化过程缓慢的载荷。
金属在静载荷作用下，抵抗塑性变形或断裂的能力称为强度。
由于载荷的作用方式有拉伸、压缩、弯曲、剪切、扭转等形式，相应的强度也就有抗拉强度、抗压强
度、抗弯强度、抗剪强度和抗扭强度等名称或判据。
一般情况下多以抗拉强度作为判别金属强度高低的依据。
金属材料的抗拉强度和塑性是通过拉伸试验测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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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金属材料及加工工艺》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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