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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机械工程材料”是高等学校机械类和近机械类各专业的技术基础课，该课程的教学目的是从机械工
程的应用角度出发，阐明机械工程材料的基本理论，介绍常用的机械工程材料及其应用等基本知识，
使学生了解材料的化学成分、加工工艺、微观组织结构及性能之间的关系。
本教材经过不断修订和逐步完善，特色日益凸显：1.致力于科学性、系统性和实用性相结合。
既体现教材的理论特点，又尽可能使其具有工程参考价值本书在理论知识的编写上吸收了国内外同类
教材的优点，力求做到全面、科学、系统、准确；同时，密切结合工程设计的实际需要，列举了许多
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具有较大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的应用实例。
2.体系完整。
结构合理本教材按照性能-结构-凝固-加工工艺（塑性变形、热处理）-常用工程材料-选材的顺序编排
和讲解。
包括材料科学与工程的基础理论知识（第1～5章）、各种常用工程材料的特点与应用（第6～12章）、
零部件的失效（第13章）等内容。
3.编写精练，适合课时普遍减少条件下的教学要求本教材虽然字数不多，但内容体系是众多编者精心
设计的，力求在尽可能少的学时里达到教学基本要求，努力拓展读者的知识面。
4.与前沿信息接轨。
采用最新国家标准本教材中收集的数据和资料尽可能采用当前最新的信息，需要采用国家标准之处，
按照目前最新的国家标准执行，以便于教师和学生掌握最新技术信息，也为工程技术人员查阅最新技
术资料提供了方便。
本次修订，根据钢铁产品和铸铁牌号表示方法、碳素结构钢、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弹簧钢、碳素工
具钢、高速工具钢、不锈钢和耐热钢、球墨铸铁、工业纯钛及钛合金、切削工具用硬质合金、变形铝
合金状态代号、冲击性能、钢的退火与正火等标准的更新，对教材中的相应内容、图表和附录进行了
修改、增删及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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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机械工程材料”是高等学校机械类和近机类各专业的技术基础课，该课程的目的是从机械工程的应
用角度出发，介绍常用的机械工程材料及其应用等基本知识，使学生了解材料的化学成分、加工工艺
、微观组织结构及性能之间的关系，并阐明机械工程材料的基本理论。
 本教材自1988年第一版出版以来，一直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先后经过6次再版修订，经过近20年的
不断修订和逐步完善，已经形成以下比较鲜明的特色：致力于科学性、系统性和实用性相结合；体系
完整，结构合理；编写精练；与前沿信息接轨，采用最新国家标准；体现国际化的标准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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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陶瓷材料是以共价键和离子键结合为主的材料，其性能特点是熔点高、硬度高、耐腐蚀、脆性
大。
陶瓷材料分为传统陶瓷、特种陶瓷和金属陶瓷三类。
传统陶瓷又称普通陶瓷，是以天然材料（如黏土、石英、长石等）为原料的陶瓷，主要用做建筑材料
；特种陶瓷又称精细陶瓷，是以人工合成材料为原料的陶瓷，常用做工程上的耐热、耐蚀、耐磨零件
；金属陶瓷是金属与各种化合物粉末的烧结体，主要用做工具和模具。
高分子材料是以分子键和共价键结合为主的材料，具有塑性、耐蚀性、电绝缘性、减振性好及密度小
等特点。
工程上使用的高分子材料主要包括塑料、橡胶及合成纤维等，在机械、电气、纺织、汽车、飞机、轮
船等制造工业和化学、交通运输、航空航天等工业中有广泛应用。
复合材料是把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性质或不同结构的材料以微观或宏观的形式组合在一起而形成的材
料，通过这种组合可达到进一步提高材料性能的目的。
复合材料分为金属基复合材料、陶瓷基复合材料和聚合物基复合材料。
如现代航空发动机燃烧室中承受温度最高的材料就是通过粉末冶金法制备的氧化物粒子弥散强化的镍
基合金复合材料。
很多高级游艇、赛艇及体育器械等是由碳纤维复合材料制成的，它们具有密度低、弹性好、强度高等
优点。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对材料的要求越来越苛刻，工程材料向高比强、高刚度、高
韧性、耐高温、耐腐蚀、抗辐照和多功能的方向发展，新材料也在不断地涌现。
机械工业是材料应用的重要领域。
无论是制造机床，还是建造轮船、石油化工设备，都要求产品技术先进、质量高、寿命长、造价低。
因此，随着机械工业的发展，在产品设计与制造过程中，会遇到越来越多的材料及材料加工方面的问
题。
这就要求机械工程技术人员掌握必要的材料科学与材料工程知识，具备正确选择材料和加工方法、合
理安排加工工艺路线的能力。
“机械工程材料”课程正是为实现这一目标而设置的。
机械工程材料课程是机械类和近机类各专业的重要技术基础课，课程的目的是使学生获得工程材料的
基本理论知识，掌握材料的化学成分、组织结构、加工工艺与性能之间的关系，了解常用材料的应用
范围和加工工艺，初步具备合理选用材料、正确确定加工方法、妥善安排加工工艺路线的能力。
机械工程材料课程的内容包括：①材料科学与工程的基础理论知识（第1～5章）；②各种常用工程材
料的特点与应用（第6～12章）；③零部件的失效与选材（第13章）。
按照性能-结构-凝固-加工工艺（塑性变形、热处理）-常用工程材料-选材的顺序编排和讲解。
机械工程材料课程是一门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课程，基本概念多，与实际联系密切。
因此，在学习时应注意联系物理、化学、工程力学及金属工艺学等课程的相关内容，以加深对本课程
内容的理解；结合生产与应用的实际，注重分析、理解和运用，强调前后知识的整体联系和综合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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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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