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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金属材料力学性能》共分10章，内容包括金属在静载荷作用下
一系列性能表现及性能指标（第1～3章），材料在冲击载荷作用下的表现——冲击和冷脆（第6章），
变动载荷作用下的行为——金属的断裂和断裂韧性（第4、5章）、金属的疲劳和磨损特性（第7、8章
），金属的高温性能（第9章），以及金属机械强韧化和尺寸因素对力学性能的影响（第10章）。
　　《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金属材料力学性能》可以作为工科院校材料专业的主干课程，
还可以供研究生、工程技术人员和进行常规检验的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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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性能一词在这里具有性质、行为、特征、性能这样一些含义。
性能这个词同样具有既表示被讨论的体系具有的本质方面的特征，又包括在一系列人为限定条件下通
过规范化的程序得到的指标（这些指标可能仅仅是一组数据）。
材料的性能是一种参量，是材料本质在一定条件下的客观反映。
我们用材料性能指标表征材料在给定外界条件下的行为。
性能是个广泛的课题，有人把材料性能归属于“性能学”，从原理上讲是应该的，但是工程应用的复
杂性说明，“性能学”这样的学科没有办法把各种特殊性能放在一起讨论。
人类认识材料就是从性能上认识的。
所以性能是甄别和区分不同材料的尺度，选择和应用不同材料的规范，生产和制造各种材料的标准，
验收和评价各种材料的依据。
可以说，人类在材料领域所做一切努力的目的都是为了改善或提高材料的性能。
从理论上来讲，材料的性能可以分为工艺性能和使用性能，这样的划分主要是出于从生产制造和使用
两个角度，理解起来方便。
所谓的工艺性能指的是材料的可加工制作性或者被加工制作特性，如铸造性能、切削加工性能、焊接
性能、热处理性能、塑性成型性能等。
而使用性能则是材料或者被制作成零部件的材料在服役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系列特性和性能，如强度
、塑性、韧性、耐磨性等物理、化学和力学性能。
当然很多工艺性能的特征都用到使用性能的指标。
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更注重和提倡的是材料成为各种零部件以后的服役性能。
当然，由于可加工性能不满足成本要求时也会成为材料被否定的主要因素。
还有其他分类方法，如：简单性能（物理性能、力学性能和化学性能），复杂性能（复合性能、工艺
性能和使用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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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金属材料力学性能》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
全书共分10章，主要内容包括：金属在静载荷下的力学性能，金属的变形，金属的断裂韧度，钢的冷
脆及冲击韧性，金属的疲劳，金属的磨损和接触疲劳等。
《金属材料力学性能》内容新颖，重点突出，详略得当，能理论联系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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