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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编写按照教育部提倡的教学改革“宽口径、少学时”的新要求，以加强学生素质和能力的培养
，提高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和适应性为目标，突出应用。
    本书分为6章，主要内容包括工程材料与机械制造基础两个部分，工程材料部分可根据本专业工程材
料课程的设置和先修情况在教学中选用。
工程材料部分主要包括工程材料的性能、二元合金与铁碳合金相图、金属材料与非金属材料、热处理
；机械制造基础部分主要包括铸造、塑性成形、焊接、切削加工和先进制造技术。
每一章都设有教学目标、教学要求、引例、特别提示、知识链接、本章小结和习题等内容，以便于教
学。
    本书可作为高等工科院校机械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工业工程、材料成形及控制工程等
专业教材，也可作为工科非机械类专业教材，还可作为企业中从事机械设计和机械制造的工程技术人
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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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工程材料　　1.4 金属材料　　1.4.1 碳钢　　碳钢价格低廉，便于获得，并且具有一定的机
械性能。
在一般情况下，它能够满足工农业生产的要求，所以在国民经济各部门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为了在生产上合理选择，正确使用各种碳钢，必须了解我国碳钢的分类、编号和用途，以及一些常存
在的杂质元素的影响。
　　1.钢中常存杂质元素对钢的性能的影响　　、在钢铁的生产冶炼过程中，由于原材料中常含有杂
质，同时在炼钢过程中根据一些工.艺的需要，还会有意加入一些物质，使钢中常存一些杂质元素，它
们主要有Mn、Si、S和P 4种。
　　1)Mn　　钢中的锰来自炼钢生铁及脱氧剂锰铁。
一般认为，锰在钢中是一种有益的元素。
在碳钢中含锰量通常小于0.80％；在含锰合金钢中，含锰量一般控制在1.0％～1.2％范围内。
锰大部分溶于铁素体中，形成置换固溶体，并使铁素体强化；另一部分锰溶于Fe3C中，形成合金渗碳
体，这都使钢的强度提高。
锰与硫化合成MnS，能减轻硫的有害作用。
当锰含量不多，在碳钢中仅作为少量杂质存在时，它对钢的性能影响并不显著。
　　2)Si　　硅也是来自炼钢生铁和脱氧剂硅铁，在碳钢中含硅量通常小于0.35％。
硅与锰一样能溶于铁素体中，使铁素体强化，从而使钢的强度、硬度、弹性提高，而塑性、韧性降低
。
有一部分硅则存在于硅酸盐夹杂中。
当硅含量不多，在碳钢中仅作为少量杂质存在时，它对钢的性能影响并不显著。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工程材料与机械制造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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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