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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产品是形象而有效的功能载体，用来满足人们物质和精神上的各种需求。
现代社会，欲想制造出品质优良并为人们喜欢的产品，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是材料；第二是成型
工艺，即加工技术；第三是表面处理工艺。
三者缺一不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
材料是工业产品造型设计的物质基础，成型工艺和表面处理工艺则是实现产品使用价值和审美价值的
必备手段。
随着人类物质生活水平和审美能力的不断提高，人们对工业产品的造型设计、使用功能、技术性能及
表面处理等的要求越来越高。
作为一名产品设计师或工程技术人员，既要熟悉各种材料的性能特点，又要掌握不同的加工技术和表
面处理工艺，只有兼备上面素质，才能胜任本职工作，不断设计出入们喜欢的优秀产品，相信本书能
为上述素质的培养带来帮助。
　　本书以工业产品造型中常用的材料为模块，共分17章；每一章都详细介绍了相应材料的性能、分
类、组成、应用范围及成型工艺的特点等；还围绕产品重点说明了材料连接、表面处理的方法和工艺
。
文中配有大量的图形、图片、表格，概括性强，一目了然，便于融会贯通。
每章正文之前，明确列出了知识目标和主要知识点，便于教学过程中提纲挈领；正文之后，都设置有
思考题和课题研究，以利于学生复习、巩固所学内容，以及创新能力的培养。
　　使用本书时，可根据具体情况在授课内容顺序及章节方面作必要的调整或增删，有些内容可供学
生自学。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对于书中错误或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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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产品造型材料与工艺》共分17章，主要内容为产品设计中常用材料（包括金属、塑料、橡胶、
复合材料、陶瓷、玻璃、木材、纤维与纺织品、皮革、纸、胶粘剂、涂料等）的组成、分类、性能、
应用及成型工艺等基本知识，同时还简要介绍了表面处理、材料连接及产品材料与成型工艺选择等方
面的内容。
　　《产品造型材料与工艺》主要特点是：内容全面、贴近实际，图表结合、简明扼要，重点介绍材
料的特点、应用范围及成型工艺，每章均设有思考题和课题研究。
通过学习达到认识材料、了解加工、提高设计水平的目的，进而解决设计专业类学生设计表现能力强
，材料应用、加工技术知识弱的现象，从而架起一座理论联系实践的桥梁。
　　《产品造型材料与工艺》主要作为高等院校工业设计、艺术设计、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等专业
的教材，也可供相关领域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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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5.生态环境材料　　生态环境材料是在人类认识到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战略意义和世界各国纷纷
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背景下提出来的，是国内外材料科学与工程研究发展的必然趋势。
　　这类材料的特点是消耗的资源和能源少，对生态和环境污染小，再生利用率高，而且从材料制造
、使用、废弃直到再生循环利用的整个寿命过程，都与生态环境相协调。
主要包括：环境相容材料，如纯天然材料（木材、石材等）、仿生物材料（人工骨、人工器脏等）、
绿色包装材料（绿色包装袋、包装容器）、生态建材（无毒装饰材料等）；环境降解材料（生物降解
塑料等）；环境工程材料，如环境修复材料、环境净化材料（分子筛、离子筛材料）、环境替代材料
（无磷洗衣粉助剂）等。
　　生态环境材料研究热点和发展方向包括再生聚合物（塑料）的设计、材料环境协调性评价的理论
体系、降低材料环境负荷的新工艺、新技术和新方法等。
　　6.智能材料　　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们提出了智能材料的概念：智能材料是模仿生命系统，能感
知环境变化并能实时地改变自身的一种或多种性能参数，做出所期望的、能与变化后的环境相适应的
复合材料或材料的复合。
智能材料的设计、制造、加工和性能结构特征均涉及材料学的最前沿领域，代表了材料科学的最活跃
方面和最先进的发展方向。
　　智能材料主要具有以下重要特征。
‘　　（1）传感功能。
能够感知外界或自身所处的环境条件，如负载、应力、应变、振动、热、光、电、磁、化学、核辐射
等的强度及其变化。
　　（2）反馈功能。
可通过传感网络，对系统输入与输出信息进行对比，并将其结果提供给控制系统。
　　（3）信息识别与积累功能。
能够识别传感网络得到的各类信息并将其积累起来。
　　（4）响应功能。
能够根据外界环境和内部条件变化，适时动态地做出相应的反应，并采取必要行动。
　　（5）自诊断能力。
能通过分析比较系统目前的状况与过去的情况，对诸如系统故障与判断失误等问题进行自诊断并予以
校正。
　　（6）自修复能力。
能通过自繁殖、自生长、原位复合等再生机制，来修补某些局部损伤或破坏。
　　（7）自调节能力。
对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和条件，能及时地自动调整自身结构和功能，并相应地改变自己的状态和行为
，从而使材料系统始终以一种优化方式对外界变化做出恰如其分的响应。
　　记忆金属（对一定条件下的形状具有记忆功能）、电流变液（在一定电流强度下实现液固转变）
、感光镜片（根据周围光的强度变化调整明暗）都是智能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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