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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机械基础》

内容概要

《高等职业院校国家技能型紧缺人才培养培训工程规划教材·汽车机械基础:不含制图和公差》主要内
容包括三篇共10章。第一篇（第1-5章），机械工程材料；第二篇（第6、第7章），零件加工基础；第
三篇（第8-10章），汽车常用机构与部件。其中包括：金属的铸造，金属的压力加工，金属的焊接等
毛坯制造方法，金属切削加工的基本原理，金属切削加工的各种方法，以及汽车常用材料的化学成分
、力学性能、应用举例等。在每章后面附有可供选用的思考题。带﹡号部分可根据专业、课时多少选
用。新课程在形式上取代原三门课程，但新课程在内容上并非传统的三门课程的简单合并，而是以汽
车常用机构为主线，对传统三门课程教学内容进行有机整合、精练、充实和提高，并辅以创新思维及
法则等内容，形成以“工程材料”、“零件加工”、“汽车常用机构”为三大模块的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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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0　绪论0.1　汽车材料及零件加工0.2　机械概述0.2.1　机器和机构0.2.2　零件和构件0.2.3　机器的组
成0.3　汽车机械基础课程的性质、内容、任务和学习方法0.3.1　汽车机械基础课程的性质与研究对
象0.3.2　汽车机械基础课程的内容0.3.3　汽车机械基础课程的任务0.3.4　汽车机械基础课程的学习方
法第一篇　机械工程材料第1章　金属材料的力学性能1.1　强度和塑性1.1.1　强度1.1.2　塑性1.2　硬
度1.2.1　布氏硬度1.2.2　洛氏硬度1.2.3　维氏硬度实训一　金属材料的硬度测试1.3　冲击韧性及疲劳
强度1.3.1　冲击韧性1.3.2　疲劳强度思考题第2章　金属材料基础知识2.1　金属与合金的晶体结构及结
晶2.1.1　金属晶体结构的基本知识2.1.2　合金的基本概念2.1.3　实际金属的晶体结构2.1.4　纯金属的
结晶2.1.5　合金的结晶2.2　铁碳合金2.2.1　铁碳合金的基本组织与性能2.2.2　Fe.Fe3G相图实训二　铁
碳合金显微组织观察2.3　钢的热处理2.3.1　概述2.3.2　钢在加热时的组织转变2.3.3　钢在冷却时的组
织转变2.3.4　钢的退火和正火2.3.5　钢的淬火和回火2.3.6　钢的表面热处理2.3.7　热处理新工艺思考
题第3章　黑色金属3.1　碳素钢3.1.1　杂质元素对钢性能的影响3.1.2　碳素钢的分类3.1.3　碳素钢的牌
号、性能及主要用途3.2　合金钢3.2.1　合金钢的分类及牌号3.2.2　合金元素在钢中的作用3.2.3　合金
结构钢3.2.4　滚动轴承钢3.2.5　合金工具钢3.2.6　特殊性能钢3.3　铸铁3.3.1　铸铁分类及铸铁石墨
化3.3.2　灰铸铁3.3.3　球墨铸铁3.3.4　蠕墨铸铁3.3.5　可锻铸铁3.3.6　合金铸铁思考题第4章　有色金
属及合金4.1　铝及铝合金4.1.1　工业纯铝4.1.2　铝合金4.2　铜及铜合金4.2.1　工业纯铜4.2.2　常用铜
合金4.3　滑动轴承合金4.3.1　轴承合金的组织特性4.3.2　常用轴承合金4.4　其他有色金属⋯⋯第5章
　非金属材料第二篇　零件加工基础第6章　热加工及压力加工第7章　金属切削加工第三篇　汽车常
用机构与部件第8章　汽车常用机构第9章　带传动与齿轮传动第10章　轴、滚动轴承、联轴器与离合
器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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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O　绪论　　人们根据汽车零件的工作条件、性能要求选择机械工程材料，再进行加工就能获得
汽车零件，汽车零件经过装配调试后即成为汽车。　　0.1　汽车材料及零件加工　　汽车材料是指汽
车工程中常用的材料，是材料科学的一个分支。目前，汽车正朝着高速、经济、舒适、安全、环保等
方向发展，特别是近年来人们对环保的高度重视，对汽车材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而，在汽车产品
设计及其制造与维修过程中，材料的选用问题将日益突出，使汽车工业的发展与材料科学之间的关系
更加紧密。　　汽车工业已是世界各国的支柱产业之一，我国也不例外。在汽车工业中应用最广泛的
是金属材料（占总质量的70％～90％）。我国汽车工业每年所用的钢铁材料约占钢铁年产量的10％。
金属材料之所以能获得广泛的应用是因为金属材料不仅来源丰富，而且有着优良的使用性和工艺性。
金属材料还可通过不同成分配制、不同的加工和热处理方法来改变其组织和性能，以扩大其使用范围
。但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高性能金属材料、非金属材料在汽车上的应用范围逐渐扩大。　　新
中国成立以来，材料科学得到了迅速发展。目前，我国各种金属材料产品种类齐全，已基本能满足我
国国民经济的发展需要。钢产量已由1949年的15万多吨提高到现在的1亿多吨，名列世界第一。非金属
材料的种类和产量以更高于金属材料的速度增长着。塑料、橡胶、水泥、玻璃、复合材料等的产量都
位居世界前列，其质量也在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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