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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根据高职院校教学改革的方针，结合编者多年来在培养技术应用型人才方面探索的实践经
验和体会而编写的。
本书特别强调对工程材料与热加工内容进行整合，突出课程的科学性和实用性，以零件材料与毛坯的
选择为中心目标，以材料应用为主线，力求理论通俗易懂，并把理论内容与实训、实验结合起来，通
过实际案例的分析引出理论部分内容。
每章均设有知识窗，补充与该章节主题相关的知识内容，目的是拓宽学生的阅读范围和知识视野。
本书的设计方式和内容选择注重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引起其主动阅读的愿望，在愉悦的阅读
过程中逐步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
本教材具有以下特点：　　（1）以材料与毛坯的选择为目标，以材料应用为主线，将理论教学与实
训教学内容进行全方位整合，形成新的课程内容体系，把对学生技术应用能力的培养贯穿到教学的各
个部分。
　　（2）注重企业生产技术实际案例。
每章通过企业实际发生的一些相关案例引出该章主题，让学生一开始就注意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提高
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3）紧跟时代发展，注重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的引入。
　　（4）文字简练，图文并茂，通俗易懂，便于自学。
　　全书共分13章，主要包括工程材料的性能、材料的组织与性能、材料的热处理，以及工业用的金
属和非金属材料、热加工技术、零件材料与毛坯的选择等内容。
本书在各章开始设计了案例或有趣的实验，以提高教材的可读性；在各章最后开辟了知识窗，以扩大
学生的视野；各章末对学习内容作了总结，并附有一定量的复习思考题，以方便学生课后复习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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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根据教育部制定的《高职高专教育工程材料与成型工艺基础课程教学基本要求》编写的高
职高专教育通用教材。
全书共13章，主要内容包括绪论、材料的性能、金属的晶体结构与结晶、铁碳合金状态图、非合金钢
、钢的热处理、低合金钢与合金钢、铸铁、非铁合金与粉末冶金材料、常用非金属材料、铸造、锻压
、焊接、零件材料与毛坯的选择。
《工程材料与热加工技术》在各章开始设计了案例或有趣的实验，在各章最后开辟了知识窗，以扩大
学生的视野；各章末对学习内容作了总结，并附有一定量的复习思考题，以方便学生课后复习巩固。

　　本书既可作为高职高专院校机械类和近机类各专业教材，也可作为职工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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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3.1 铸造性能　　金属在铸造成形过程中获得外形准确、内部健全铸件的能力称为铸造性能。
铸造性能包括流动性、吸气性、收缩性和偏析等。
在金属材料中灰铸铁和青铜的铸造性能较好。
　　1.3.2 锻造性能　　金属利用锻压加工方法成形的难易程度称为锻造性能。
锻造性能的好坏主要同金属的塑性和变形抗力有关。
塑性越好，变形抗力越小，金属的锻造性能就越好。
例如：黄铜和铝合金在室温状态下就有良好的锻造性能；非合金钢在加热状态下锻造性能较好；而铸
钢、铸铝、铸铁等几乎不能锻造。
　　1.3.3 焊接性能　　焊接性能是指金属在限定的施工条件下被焊接成按规定设计要求的构件，并满
足预定服役要求的能力。
焊接性能好的金属能获得没有裂缝，气孔等缺陷的焊缝，并且焊接接头具有力学性能。
低碳钢具有良好的焊接性能，高碳钢、不锈钢、铸铁的焊接性能较差。
　　1.3.4 切削加工性能　　切削加工性能是指金属在切削加工时的难易程度。
切削加工性能好的金属对使用的刀具磨损量小，可以选用较大的切削用量，加工表面也比较光洁。
切削加工性能与金属的硬度、导热性、冷变形强化等因素有关。
金属硬度在170HBs－260HBs时，最易切削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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