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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高职高专教育的蓬勃发展和高职高专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贯彻高职高专教育由“重视规模
发展”转向“注重提高质量”的工作思路，编写符合高职高专教育特色要求的教材，是促进高职高专
教学改革、培养以就业市场为导向的具备职业化特征的高等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的一项重要工作。
为了适应国家教育部高职高专教育学制改革从三年逐步调整为两年的发展趋势，并以此带动高职教育
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等相关改革的要求，在吸取近几年高职高专教学实践中成功经验
的基础上编写本教材。
　　全书参考学时数为90学时，其主要内容有：机械制造常用的金属材料和非金属材料的种类、性能
、用途及改性方法；金属毛坯和零件的铸造、锻压和焊接成形；金属切削过程中的基本规律和提高切
削加工效益的途径；金属切削机床的分类、用途、典型通用机床的工作原理及运动分析，以及使用维
护的基本知识；影响机械加工质量的因素和提高机械加工质量的方法；制定机械加工工艺规程的步骤
与方法；特种加工和先进制造技术基本知识。
　　本书的主要特点有以下几方面。
　　（1）本书把原来的“金属材料及热处理”和“机械制造基础”两门课程进行整合，形成了新的
教学体系。
整合后的《机械制造基础》教材，各章节既有相对独立性，又紧密联系、互相渗透、融为一体。
　　（2）本书在内容组织上注意逻辑性、系统性，突出实践性和实用性，注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突出对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实践技能的培养。
　　（3）全书每章之前设有章前介绍，章后有总结和相当数量的思考与练习题，以帮助读者更好地
学习、理解和掌握相关知识的内容。
　　（4）在时代性上尽量反映机械制造方面的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和新设备，使教师和学生的
认识在一定层次上能跟上现代科技发展与职业技术教育的新要求。
　　（5）本书内容丰富、涉及面广、适应性强。
可供高职高专院校机械类各专业教学使用，也可供相关工程技术人员阅读。
　　全书由张季中主编，宋时兰、隗东伟、辛莉副主编。
具体参加本书编写工作的有：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张季中（绪论、第1章），哈尔滨职业技术学
院隗东伟（第2、3、4章），鸡西大学宋时兰（第5、6章），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宇海英（第7章
），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金东琦（第8章），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张敏（第9章），黑龙江农业职
业技术学院辛莉（第lO章），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农业机械化学校李万江（第11章），全书由黑龙江农
业经济职业学院闺瑞涛主审。
　　限于编者的水平和能力，书中难免有缺点和错误，恳请使用本书的师生以及其他读者提出宝贵意
见，编者将不胜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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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了适应国家教育部高职高专教育学制改革从三年逐步调整为两年的发展趋势，并以此带动高职教育
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等相关改革的要求，作者在吸取近几年高职高专教学实践中成功
经验的基础上编写了本教材。
    全书参考学时数为90学时，其主要内容有：机械制造常用的金属材料和非金属材料的种类、性能、
用途及改性方法;金属毛坯和零件的铸造、锻压和焊接成形；金属切削过程中的基本规律和提高切削加
工效益的途径；金属切削机床的分类、用途、典型通用机床的工作原理及运动分析，以及使用维护的
基本知识；影响机械加工质量的因素和提高机械加工质量的方法；制定机械加工工艺规程的步骤与方
法；特种加工和先进制造技术的基本知识。
    本书可作为高等职业技术学院、高等工程专科学校，以及成人高等院校机械类、近机械类各科专业
机械制造基础教材，也可供机械工程技术人员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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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复合材料的分类　　复合材料常见的分类方法有以下三种。
　　（1）按材料的用途分　　可将其分为结构复合材料和功能复合材料两大类。
前者多是用于工程结构，以承受不同载荷的材料，主要是利用其优良的力学性能；后者则为具有各种
独特物理化学性质的材料，具有优异的功能特性，如吸波、电磁、超导、屏蔽、光学、摩擦润滑等。
　　（2）按基体材料类型分　　按复合材料基体的不同可分为金属基和非金属基两类。
目前大量研究和使用的多为以高聚物材料为基体的复合材料。
　　（3）按增强体特性分　　按复合材料中增强体的种类和形态不同可将其分为纤维增强复合材料
、颗粒增强复合材料、层状复合材料和填充骨架型复合材料。
　　2.常用复合材料　　（1）纤维增强树脂基复合材料　　一般来说，纤维增强树脂基复合材料的力
学性能主要由纤维的特性决定，化学性能、耐热性等则由树脂和纤维共同决定。
按增强纤维的不同，主要有以下几类。
　　①玻璃纤维树脂复合材料　　玻璃纤维树脂复合材料又称玻璃钢。
玻璃钢生产成本低、工艺简单、应用很广，.根据所用基体不同可分热塑性玻璃钢和热固性玻璃钢两类
。
　　②碳纤维一树脂复合材料　　碳纤维一树脂复合材料是由碳纤维与聚酯、酚醛、环氧、聚四氟乙
烯等树脂组成，其性能优于玻璃钢，具有密度小，强度高，弹性模量高，主要应用于运动器材、航空
航天、机械制造、汽车工业及化学工业中。
　　⑧纤维增强陶瓷基复合材料　　纤维一陶瓷复合材料中的纤维能起到强化陶瓷的作用，但其更重
要的作用是增加陶瓷材料的韧性，因此纤维一陶瓷复合材料中的纤维具有“增韧补强”作用。
这种机制几乎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陶瓷材料的脆性问题。
　　（2）颗粒增强复合材料　　颗粒增强复合材料是由一种或多种颗粒均匀地分布在基体中所组成
的材料。
一般粒子的尺寸越小，增强效果越明显。
常见的颗粒复合材料有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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