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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材料是国民经济、社会进步和国家安全的物质基础与先导．材料技术已成为现代工业、国防和高
技术发展的共性基础技术，是当前最重要、发展最快的科学技术领域之一。
发展材料技术将促进包括新材料产业在内的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形成和发展，同时又将带动传统产业
和支柱产业的改造和产品的升级换代。
“十五”期间，我国材料领域在光电子材料、特种功能材料和高性能结构材料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的突
破，在一些重点方向迈入了国际先进j千列。
依据国家“十一五”规划，材料领域将立足国家重大需求，自主创新、提高核心竞争力、增强材料领
域持续创新能力将成为战略重心。
纳米材料与器件、信息功能材料与器件、高新能源转换与储能材料、生物医用与仿生材料、环境友好
材料、重大工程及装备用关键材料、基础材料高性能化与绿色制备技术、材料设计与先进制备技术将
成为材料领域研究与发展的主导方向。
不难看出．这些主导方向体现了材料学科一个重要发展趋势，即材料学科正在由单纯的材料科学与工
程向与众多高新科学技术领域交叉融合的方向发展。
材料领域科学技术的快速进步，对担负材料科学与工程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双重任务的高等学校提出
了严峻的挑战．为迎接这一挑战。
高等学校不但要担负起材料科学与工程前沿领域的科学研究、知识创新任务。
而且要担负起培养能适应材料科学与工程领域高速发展需求的、具有新知识结构的创新型高素质人才
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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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材料成形基础》为教育部高等学校材料科学与工程教学指导委员会规划教材，根据教育部高等
学校材料科学与工程教学指导委员会有关本课程“教学基本要求”编写。
《材料成形基础》以材料成形过程中的基本原理为主要内容，重点阐述了近代金属材料成形技术中共
有的物理现象、内在规律与物理化学冶金学本质，并对聚合物和无机非金属材料成形中的基础理论知
识进行了简单介绍。
内容涵盖了液态成形、连接成形、塑性成形、无机非金属成形和聚合物成型原理的基本内容，并对它
们之间共性的部分进行了整合，对个性部分作了有选择性的论述。
　　全书内容共分7章，主要内容包括：绪论，液态金属成形物理冶金基础，液态成形化学冶金基础
，液态成形过程中的质量控制，金属塑性成形基础，无机非金属材料成形基础，聚合物成型基础。
　　《材料成形基础》注重基础性、科学性和实用性，强化在材料成形过程中通过控制和改善材料组
织与性能获得健全优质产品的方法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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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材料工程与冶金工程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委员；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材料成型过程及模
具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副主任，郑州大学材料研究中心主任，河南省铸造学会理事长，河南省有色金属
学会副理事长，中国铸造学会理事，中国有色金属学报（中、英文版）编委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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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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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1.3 材料成形理论基础及其对材料成形技术的指导意义　　材料成形理论是指金属学、冶金学、
材料物理、材料化学、热力学、塑性力学等基础科学在材料成形中的应用而形成的技术原理。
不同种类的材料（金属、非金属、复合材料）和材料形状（液态、固态、粉末、半固态）的成形，形
成了相应的材料成形理论。
如金属学、冶金学、热力学、物理、化学等在指导铸造工艺、焊接工艺设计时形成了金属液态成形理
论；塑性力学、金属学和热力学等在金属塑性成形中的应用形成了金属塑性成形理论；材料物理、材
料化学、热力学等在无机非金属材料成形中的应用形成无机非金属材料成形理论；材料物理、材料化
学、热力学、黏性流体力学等在聚合物材料成型中的应用形成聚合物材料成型理论。
　　材料成形理论基础是合理选择材料成形方法与设备，进行材料成分设计与成形模具设计，制定成
形工艺及控制产品质量的理论依据，也是新材料、新工艺开发的理论指导。
　　对液态熔体结构及凝固过程中的物理化学变化等规律的认识，不但为铸造工艺及模具设计、焊接
方法与设备选择、铸件结构设计与性能分析、焊接接头设计性能分析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也为快速
凝固、半固态成形、连续铸轧、激光快速熔凝成形、喷射成形等成形新技术的开发提供理论指导。
另外，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冶金、材料、凝聚态物理等学科交融的不断深化，使得凝同理
论中的特有规律已经成为金属／非金属间化合物、各类复合材料、人工晶体、纳米、超导、非晶、功
能与结构陶瓷等超常规凝固技术的研究开发提供理论指导。
　　塑性成形过程中的组织、性能和应力应变场的变化规律，为塑性成形工艺及模具设计、成形设备
选择、塑性成形件的组织和性能控制提供了理论指导，同时也为超塑性成形、板料柔性成形技术（无
模多点成形、板料数控渐进成形技术、液压成形和软介质成形）、新型回转成形（辊锻、楔横轧、摆
动碾压等）等新工艺的开发提供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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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材料成形基础》可作为普通高等学校材料成形及控制工程专业、材料科学与工程（金属材料与
工程方向）专业本科生教材，也可作为机械类本科生和相关专业研究生及有关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用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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