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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机械制造基础》是根据高等职业技术学院机电类专业的教学基本要求，结合各有关学院教学改
革、课程改革的经验而编写的，主要内容包括工程材料与热处理、毛坯成形方法、公差配合与测量技
术基础、传统机械加工基础和先进制造技术五部分，共计二十一章。
各章内容循序渐进，重点突出，简明扼要。
　　《机械制造基础》可作为高职高专院校机电类等专业用教材，也可作为中职及其他培训机构用教
材，还可以作为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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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 工程材料与热处理　　工程材料一般可分为金属材料、陶瓷材料、高分子材料和复合材
料等几大类。
其中金属材料是工程材料中广泛应用的一大类，它又分为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两类。
黑色金属指铁、铬、锰及其合金。
有色金属指黑色金属以外的其他金属。
　　本部分着重论述金属材料，尤其是黑色金属中的钢铁材料；而陶瓷材料、高分子材料和复合材料
等几类，也将作一定的论述。
　　第一章　材料的性能　　金属材料的性能直接关系到金属制品和金属结构的质量、使用寿命和加
工成本，是产品选材和拟定加工工艺方案的重要依据。
其性能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使用性能 即为了保证零件、工程构件或工具等的正常工作，材料所应具备的性能，它包括
力学、物理、化学等方面的性能。
　　（2）工艺性能 即反映金属材料在被制成各种零件、构件和工具的过程中，材料适应各种冷、热
加工的性能，主要包括铸造、压力加工、焊接、切削加工、热处理等方面的性能。
　　根据载荷性质，零件受力情况可分为静载荷和动载荷两类。
静载荷是指逐渐而缓慢地作用在工件上的力，如机床床头箱对床身的压力、钢索的拉力、梁的弯矩、
轴的扭矩和剪切力等。
动载荷包括冲击载荷和交变载荷等，冲击载荷如空气锤锤杆所受的冲击力；交变载荷如齿轮、曲轴、
弹簧等零件所承受的大小与方向是随时间而变化的载荷等。
　　无论何种固体材料，其内部原子之间都存在相互平衡的原子结合力的相互作用。
当工作材料受外力作用时，原来的平衡状态受到破坏，材料中任何一个小单元与其邻近的各小单元之
间就诱发了新的力，称为内力。
在单位截面上的内力，称为应力，以σ表示。
材料在外力作用下引起形状和尺寸改变，称为变形，包括弹性变形（卸载后可恢复原来形状和尺寸）
和塑性变形（卸载后不能完全恢复原来形状和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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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机械制造基础》是关于介绍“机械制造基础”的教学用书，主要内容包括工程材料与热处理、
毛坯成形方法、公差配合与测量技术基础、传统机械加工基础和先进制造技术五部分，共计二十一章
。
 《机械制造基础》可作为高职高专院校机电类等专业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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