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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材料学科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实验教学是材料学科人才培养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实验教学与理论教学互为依托，相辅相成，其主要任务是夯实基础理论、培养工程动手能力、激发创
新精神。
因此，实验教学与理论教学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实验教学必须成为一个相对独立和完整的教为体系
，从而使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统筹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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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根据工程材料系列课程实验教学的要求编写而成，主要介绍了材料类实验过程中涉及的实验原
理和方法，常见实验仪器的使用要点，以及各课程涉及的设计型、综合型实验。
主要适用于机类专业的“工程材料”课程、非机类专业的“材料学基础”课程、材料类专业的“材料
科学与工程基础”课程，以及材料专业的专业实验等。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机类、非机类和材料类专业课程的配套实验教材，也可供相关专业人士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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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述三阶段是为了讨论问题而设想的，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
另外，压制压力与压坯密度的关系曲线的形状还与粉末的种类有关。
硬而脆的粉末曲线的第二阶段较为明显，呈平坦状。
但压制塑性较好的金属粉末时，则曲线的第二阶段基本消失，如图1.2中虚线所示。
　　2．烧结　　所谓烧结，就是将粉末压坯在低于其主要成分熔点的温度下进行加热，从而提高压
坯强度和各种物理机械性能的一种过程。
　　烧结方法很多。
按烧结过程有无明显的液相出现，可以分为固相烧结和液相烧结两大类。
凡整个烧结过程都是在固态下行的，称为固相烧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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