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金属材料与热处理>>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金属材料与热处理>>

13位ISBN编号：9787122040275

10位ISBN编号：7122040275

出版时间：2009-2

出版时间：司卫华、 王学武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9-02出版)

作者：司卫华，王学武 编

页数：21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金属材料与热处理>>

前言

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经过快速发展，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主要是培养掌握最新实践技术能力的应用型人才，满足社会生产、建设、管理、服
务第一线对高等级技术应用型专门人才的需要。
为满足高等职业教育课程改革和教材建设的要求，根据高职高专人才培养目标，编者在多年从事高职
教学实践和经验的基础上，编写了这本《金属材料与热处理》教材，可供高职高专机械工程类、热加
工类、近机类专业教学使用，还可供相关技术人员参考。
本书紧密结合高等职业教育的办学特点和教学目标，强调实践性、应用性和创新性。
降低理论深度，理论知识坚持以应用为目的，以必需、够用为度；注意内容的精选和创新，突出实践
应用，拓宽知识领域，重在能力培养。
书中涉及的名词术语和相关的标准与国家最新标准一致。
本书共分为11章，主要内容有金属材料的力学性能、金属的结构与结晶、金属的塑性变形与再结晶、
钢的热处理、工业用钢、铸铁、有色金属及合金等，以金属材料的力学性能与化学成分、加工工艺之
间关系为主线，以培养学生认识金属材料、合理选用金属材料为主导。
本书由渤海船舶职业学院司卫华(第1、4、8、9章)，王学武(绪论、第5～7、11章、附录)，马春来(
第10章)，四川化工职业技术学院高朝祥(第2、3章)共同编写，司卫华、王学武任主编，高朝祥任副主
编。
天津有机化工总厂王大力(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主审。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参考了大量已出版的文献和资料，在此向原作者致谢。
由于编者学识水平和收集资料来源有限，加之时间仓促，书中难免有疏漏和不妥之处，敬请读者不吝
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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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主要讲授常用金属材料的分类、编号、组织结构、力学性能、热处理以及应用等方面的基本知识
，全书以金属材料的性能及改性为核心，并以金属材料的性能与成分、组织结构、加工工艺（热处理
）之间的关系为主线贯穿始终。
全书共分11章，包括：金属材料的力学性能、金属的晶体结构与结晶、金属的塑性变形与再结晶、钢
的热处理、工业用钢、铸铁、有色金属及合金、非金属材料与复合材料及金属材料的失效与选用等。
《金属材料与热处理》可作为高职、高专、各类成人教育机械类专业的教材或培训用书，也可供有关
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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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金属材料的力学性能教学提示：金属材料在现代工业中的广泛应用主要是由于其能满足各种工
程构件或机械零件所需的力学性能和工艺性能要求，所以掌握各种金属材料的力学性能及其变化规律
，根据工作条件及力学性能选择材料，充分发挥其性能潜力，是保证构件或零件质量的基础。
教学要求：在本章中，将对金属材料的力学性能指标——强度、硬度、塑性、韧性和疲劳极限进行讲
述。
金属材料的力学性能是指在承受各种外加载荷（拉伸、压缩、弯曲、扭转、冲击；交变应力等）时，
对变形与断裂的抵抗能力及发生变形的能力。
常用的力学性能有：强度、刚度、弹性、塑性、硬度、冲击韧性及疲劳极限等。
1.1强度与塑性强度是指金属材料在静载荷作用下，抵抗塑性变形和断裂的能力。
塑性是指金属材料在静载荷作用下产生塑性变形而不致引起破坏的能力。
金属材料的强度和塑性的判据可通过拉伸试验测定。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金属材料与热处理>>

编辑推荐

《金属材料与热处理》由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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