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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工程材料与成型工艺”是机械类、近机类各专业的一门重要的技术基础课。
近年来，随着社会和经济的不断发展，对各类型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培养生产、建设
、管理、服务第一线的高等技术应用型专门人才是适应时代发展的重要举措。
“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是现代职业教育最鲜明的特色。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充分把握实践和应用的特点，在保证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必需”、“够用”的
前提下，去掉了复杂难懂的公式和理论的推导、证明，应用简洁明了的语言给出基本的概念、理论和
方法，同时采用了大量的图形、表格加以说明，使读者一目了然。
本书根据教学要求，在总结高校教改经验和编者多年的教学实践经验及学生反馈意见的基础上编写而
成。
同时在汲取同类教材宝贵经验的基础上，对该课程体系和结构进行了一定的改革，以适合课堂教学的
需要；同时又考虑到知识体系结构和有兴趣的读者自学的需要，内容编排上力求符合人们认识事物的
规律，使之有益于培养读者的创造性思维，提高他们的创新能力。
本书还注重教材内容与生产实际相结合、专业理论为专业技能服务的基本原则，注重对学生专业能力
和解决生产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使学生获得的知识能满足生产第一线的需要。
本书由焦作大学郭彩萍担任主编，李蒙、孟超担任副主编。
参加本书编写的有焦作大学郭彩萍（绪论、第1、6章）、李蒙（第3章）、孟超（第2章第5节、第7章
）、王保华（第2章第1～4节）、张冬梅（第4章）、济源职业技术学院高清冉（第5章第1、2节）、姚
亚平（第5章第3节）。
全书由郭彩萍统稿和定稿。
本书由江苏大学李大庆主审，主审老师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编者的水平有限，书中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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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21世纪高等学校规划教材。
本书是根据教学要求，在总结高校教改经验、编者多年的教学实践经验及学生反馈意见的基础上编写
而成的。
同时，遵循教材内容与生产实际相结合、专业理论为专业技能服务的基本原则，注重对学生专业能力
和解决生产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使学生获得的知识能满足生产第一线的需要。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材料的结构与性能、金属材料组织和性能的控制、金属材料、非金属材料、金属
材料的成形、非金属材料成形工艺、材料表面处理技术。
    本书可作为高职高专机械类专业相关课程的教材，也可供相关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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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置换固溶体。
溶质原子代替溶剂原子占据着溶剂晶格结点位置而形成的固溶体，称为置换固溶体。
在有色金属合金和合金钢中都存在着置换固溶体。
根据固溶体中溶质原子的溶解情况，置换固溶体可分为无限固溶体和有限固溶体。
若两组元能以任意比例相互溶解，即溶质原子能无限制地溶于溶剂中，如铜镍合金中，铜与镍可以任
意比例相互溶解，镍原子可以完全置换铜晶格中的铜原子，或铜原子可以完全置换镍晶格中的镍原子
，这种固溶体称为无限固溶体。
若溶质原子在溶剂中溶解受到限制，即溶剂晶格只能部分溶解溶质原子，如黄铜中的含锌量小于39％
时，所有的锌能溶于铜中，形成单相的固溶体，还会出现铜与锌的金属化合物。
由此可见，锌在铜中的溶解是具有一定限度的。
这种有限溶解度的固溶体称为有限固溶体。
大多数组元的溶解能力是有限的。
元素间形成有限固溶体时，溶质元素的溶解度与温度有关。
一般来说，温度越高，溶解度越大；反之降低。
这对金属材料的热处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置换固溶体中溶质原子的分布一般也是无序分布的，通常也都是无序固溶体。
但是，在一定条件下也会出现有序分布。
这种固溶体称为有序固溶体（也称超结构）。
例如，铜一金合金系中，当铜原子数与金原子数的比例为1：1或3：1，并缓慢冷却至室温时就会出
现CuAu或Cu3Au的有序固溶体。
有序固溶体，虽然化学元素成比例，但并不是化合物。
当把它加热到一定温度时，就会变成无序固溶体；若是把它再缓慢地冷却到这个温度之下，则又可变
为有序的。
这个无序到有序的转变过程称为固溶体的有序化。
固溶体的有序化也会变化，如硬度和脆性增加、塑性和电阻率下降等。
3）固溶体的溶解度。
溶质原子溶于固溶体中的量称为固溶体溶质的溶解度。
不同固溶体的溶解度不相同。
同一种固溶体随温度的升高溶解度也增加，反之下降。
4）影响固溶体的晶体结构和溶解度的主要因素。
①原子直径。
当溶质与溶剂的原子直径相差较小时易形成置换固溶体，而且直径差越小，其溶解度也会越大。
这是因为，原子直径差会引起晶格的畸变，使晶格的畸变能增加。
原子直径差越大，畸变能增加越剧烈。
随着畸变能的增加将使这种固溶体晶格结构的稳定性下降。
自然这种固溶体本身的存在也就不稳定了，这将会导致其他相的形成。
但是，若两种原子直径差越小，畸变能增加也越小，尽管固溶体浓度不断增加，也不致因畸变能的原
因而引起其晶格结构的改变。
这就有可能形成无限固溶体。
当溶质与溶剂的原子直径差很大时是不能形成置换固溶体的，但是却可以形成间隙固溶体。
间隙固溶体的溶解度较小。
②负电性。
所谓负电性是指某元素的原子从其他元素原子夺取电子而变成负离子的能力。
在元素周期表中，两种元素的位置距离越远，则其负电性也越大。
两元素负电性越大，则化学亲和的能力也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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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之间就易于形成化合物，而不利于形成固溶体，即使形成固溶体其溶解度也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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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工程材料与成型工艺》：21世纪高等学校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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