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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目前，很多机械工程材料相关教材，多以理论为主，内容繁杂、抽象，学生普遍感到难学，教师
感到难教。
就现今的高职人才培养定位来看，在制造业一线应用中极少直接用到诸如“工程材料的成分”、“组
织结构”、“合金相图”等一些过深的纯理论性的内容，而当前的很多教材恰恰对这些“纯理论内容
”大篇幅地加以叙述，给讲授、学习均带来不便，“浪费”了课时。
　　本书是作者在总结多年教学实践经验并结合国家高职高专教育教学改革、示范院校建设基础上编
写的，体现了“必需、够用和少而精”的原则，删减理论、整合内容、突出基本应用，设计方式和内
容选择注重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可使其在愉悦的学习过程中逐步拓宽视野。
　　本书主要特色为：（1）专门针对高职高专学生特点，做到教师“好教”、学生“易学”，叙述
精炼、深入浅出，内容编排上极大降低了理论难度，理论浅显化、知识条理化，突出常见工程材料的
基本性能及其典型应用；（2）每章以贴近社会生活或工程应用的浅显易懂、有趣而又典型的“引导
案例”为切人点，提出疑问，引出相关内容，并在章末给出“案例释疑”，提高了“教师教”与“学
生学”的积极性和趣味性；（3）每章都有学习重点及难点、本章小结，还备有简明典型的思考与练
习题；（4）全书所有重点名词均为黑体，便于阅读、讲授。
　　本书由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张文灼、赵振学任主编；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赵宇辉、石家庄学
院孙宏强、石家庄科技信息职业学院丁倩任副主编。
参加编写的还有：山西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杨宜宁，石家庄信息工程职业学院李宾、吴国华，潍坊职业
学院李海涛，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马军、李秀娜、赵玉、白玉伟，石家庄科技信息职业学院刘战涛
。
张文灼、赵振学负责对全书编写思路与大纲的总体策划，对全书统一修改并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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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工程材料基础》分10章，系统地介绍了工程材料及其性能、金属学基础知识、铁碳合金及碳素
钢、钢的热处理、合金钢及硬质合金、铸铁、有色金属及其合金、非金属材料及新型材料、机械零件
材料的选择、零件毛坯成形概论，书末还附有4个简明实验。
　　《工程材料基础》是作者在总结多年教学实践经验并结合国家高职高专教育教学改革、示范院校
建设基础上编写的，体现了“必需、够用和少而精”的原则，删减理论、整合内容、突出基本应用。
主要特色为：（1）专门针对高职高专学生特点，做到教师“好教”、学生“易学”，叙述精炼、深
入浅出，在内容编排上极大降低了理论难度，理论浅显化、知识条理化，突出常见工程材料的基本性
能及其典型应用；（2）每章以贴近社会生活或工程应用的浅显易懂、有趣而又典型的“引导案例”
为切入点，提出疑问，引出相关内容，并在章末给出“案例释疑”，提高了“教师教”与“学生学”
的积极性和趣味性；（3）每章都有学习重点及难点、本章小结，还备有简明典型的思考与练习题；
（4）全书所有重点名词均为黑体，便于阅读、讲授。
　　《工程材料基础》可作为高职高专院校数控、机电、模具、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以及其他近机械类
相关专业的教材，也可作为应用型本科院校、中职院校、成教学院相关专业的教材，还可作为相关专
业上岗人员的技术培训教材以及相关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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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熔点　　金属从固态转变为液态时的最低熔化温度称为熔点。
3.热膨胀性金属材料在受热时体积增大、冷却时体积缩小，这种热胀冷缩的性能称为热膨胀性。
利用材料的热膨胀性，可使过盈配合的两个零件紧固在一起或使原来紧配的两零件加热松弛而卸下；
铺设铁轨时，两钢轨衔接处应留有一定的空隙，使钢轨在长度方向有伸缩的余量。
　　4.导热性　　金属材料传导热量的能力称为导热性，金属材料的热导率越大，说明导热性越好。
　　5.导电性　　金属材料传导电流的能力称为导电性。
金属及其合金具有良好的导电性能，银的导电性能最好，铜、铝次之，但银较贵，故工业上常用铜、
铝及其合金作导电材料，如电线、电缆、电器元件等。
导电性差、电阻率高的金属可用来制造电阻器和电热元件。
　　1.3.2化学性能　　金属的化学性能是指金属在室温或高温下抵抗外界化学介质侵蚀的能力，主要
包括耐腐蚀性和抗氧化性等。
　　1.耐腐蚀性金属材料会与其周围的介质发生化学作用而使其表面被破坏，如钢铁的生锈，铜产生
铜绿等，这种现象称为锈蚀或腐蚀，金属材料抵抗锈蚀或腐蚀的能力称为耐腐蚀性。
　　2.抗氧化性　　金属材料在高温下容易被周围环境中的氧气氧化而遭破坏，金属材料在高温下抵
抗氧化作用的能力称为抗氧化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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