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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选用手册》

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实用性较强的工程材料选用方面的工具书。作者是50多位材料研究专家和一线工程技术专
家，用通俗易懂的写作方式介绍了新型工程材料的性能、选材方法、成型工艺和应用技术，特别介绍
了工程材料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和注意事项，与数据牌号类手册相比具有显著的特色。此书的翻译者为
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的专家，对各类工程材料有很深入的了解和研究，忠实准确地反映了原著的观点
。 
　　本书适合于从事工程材料研究和应用的技术人员及大专院校相关专业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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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1425?8?3机械线材1425?9铸造1435?9?1铸造方法1435?9?2应用1435?9?3套筒轴承1525?10铜对人类健康和
环境的影响152第6章钛合金的设计选材1546?1概述1546?1?1目的1546?1?2钛合金简介1546?1?3钛合金的耐
高温性能1546?1?4钛及其合金的强度和耐腐蚀性能1546?1?5钛合金的信息1556?2钛合金的金属学1566?2?1
结构1566?2?2合金中的晶体结构行为1566?3高温环境应用的钛合金1566?3?1概述1566?3?2力学行为1566?4
钛及其合金的显微组织和性能1586?4?1合金成分和力学行为1586?4?2钛合金的强化1596?5合金元素的作
用1596?5?1金属间化合物和其他第二相1606?5?2力学和物理性能1606?5?3工艺影响1616?5?4氢（在工业纯
的钛中）1616?5?5氧和氮（在工业纯的钛中）1616?5?6钛合金的力学性能1616?6生产工艺过程1676?6?1钛
合金制件生产概况1676?6?2钛的真空熔炼1686?6?3锻造钛合金1686?6?4精密熔模铸造1696?6?5加工和残余
应力1696?6?6连接1696?7选择钛合金的其他考虑方面1706?7?1腐蚀1706?7?2生物医学方面的应用1706?7?3
低温方面的应用1706?8评述170参考文献171第7章镍及镍基合金1727?1概述1727?2镍基合金1727?2?1合金
分类1727?2?2讨论和应用1747?3腐蚀1807?4制造1847?4?1变形抗力1847?4?2应变硬化1847?5热处理1857?5?1
还原性气氛1857?5?2可控气氛1857?6焊接1867?7机加工1867?8结论187参考文献187第8章镁及镁合金1888?1
概述1888?2应用1888?2?1作为非结构材料方面的应用1888?2?2作为结构材料方面的应用1888?3合金与性
能1898?3?1铸件的力学性能1908?3?2变形产品的力学性能1908?3?3物理性能1918?4加工制造1918?4?1机加
工1918?4?2连接1928?4?3成形1928?5腐蚀与表面处理1928?5?1化学转化镀膜1928?5?2阳极镀膜1928?5?3涂
漆1928?5?4电镀192参考文献192参考书目193第9章镁合金的腐蚀与氧化1949?1概述1949?2镁合金的氧
化1959?2?1室温氧化1959?2?2高温氧化1969?3镁合金的腐蚀1989?3?1电化学特性1989?3?2腐蚀的类
型1999?3?3环境与表面膜2009?3?4提高耐蚀性的方法2019?4总结与展望207参考文献208第10章高温合金的
设计选材21110?1概述21110?1?1目的21110?1?2什么是高温合金21110?1?3高温合金怎样强化21110?1?4高温
合金制品的制备21210?1?5高温合金信息22210?2高温金属22410?2?1概论22410?2?2力学行为22410?3高温合
金性能22610?3?1物理/环境性能22610?3?2力学性能22710?4高温合金的发展22810?4?1通过控制化学成分改
善高温合金22810?5熔炼和铸造方法22910?5?1概论22910?5?2高温合金的熔炼和精炼22910?5?3合金锭重熔
工艺的优、缺点23010?6零件生产23110?6?1生产部件的铸造方法23110?6?2锻造和粉末高温合金23210?6?3
连接23210?6?4制造工艺小结23410?7高温合金选材的其他方面23510?7?1腐蚀和保护涂层23510?7?2抗热腐
蚀的特殊合金23610?7?3热障涂层23610?8合金选择总结23610?8?1中温应用23610?8?2高温应用23710?9总
评238参考文献238第11章塑料：热塑性塑料，热固性塑料和弹性体24011?1通用热塑性塑料24011?1?1聚
乙烯24011?1?2聚丙烯24111?1?3聚苯乙烯24111?1?4抗冲击型聚苯乙烯24111?1?5SAN（苯乙烯/丙烯腈共聚
物）24111?1?6ABS24211?1?7聚氯乙烯24211?1?8聚偏二氯乙烯24311?1?9聚甲基丙烯酸甲酯24311?1?10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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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二甲酸乙二醇酯24311?2热塑性工程塑料24311?2?1聚酯（热塑性塑料）24411?2?2聚酰胺（尼龙
）24411?2?3聚缩醛24511?2?4聚苯硫醚24511?2?5聚碳酸酯24511?2?6聚砜24611?2?7改性聚苯醚24611?2?8聚
酰亚胺24611?3含氟热塑性塑料24711?3?1聚四氟乙烯24711?3?2聚偏氟氯乙烯24711?3?3聚全氟乙丙
烯24811?3?4聚偏二氟乙烯24811?3?5聚（三氟氯乙烯与乙烯共聚物）24811?3?6聚氟乙烯24811?4热固性树
脂24811?4?1酚醛树脂24811?4?2环氧树脂24911?4?3不饱和聚酯24911?4?4醇酸树脂24911?4?5邻苯二甲酸丙
酯24911?4?6氨基树脂24911?5通用弹性体25011?6特殊弹性体250参考文献251第12章复合材料25312?1概
述25312?1?1复合材料的分类的特点25312?1?2复合材料可比较的性质25412?1?3制造中需要考虑的事
项25712?2增强体和基体材料25712?2?1增强体25712?2?2基体材料25912?3复合材料的性能26112?3?1复合材
料的力学性能26312?3?2复合材料的物理性能268参考文献273参考书目273第13章智能材料27613?1概
述27613?2压电材料27713?3电致伸缩材料27913?4磁致伸缩材料28013?5抗弹性材料28013?6电流变材
料28113?7磁流变材料28113?8热感应材料28113?9pH值敏感材料28213?10光敏感材料28213?11智能聚合
物28213?12智能凝胶（智能水凝胶）28313?13智能催化剂28313?14形状记忆合金28313?15材料不寻常的特
性28413?16评论、关注和结论28413?17未来285参考文献285第14章陶瓷材料及其设计、应用概览28714?1
概述28714?2先进陶瓷工艺28714?3脆性和脆性材料设计28814?4应用28914?4?1陶瓷作为耐磨材料的应
用28914?4?2热结构应用29114?4?3耐腐蚀性29314?4?4无源电子29314?4?5压电陶瓷29314?4?6透明陶
瓷29414?5信息来源29514?5?1生产商和供应商29514?5?2资料29514?5?3标准和试验方法29514?5?4设计手
册29614?6将来的趋势296参考文献297第三篇材料数据的获得与管理第15章如何获得材料性能数
据30115?1概述30115?2过程30215?2?1确定问题30215?2?2查找所需信息30415?2?3首先使用最有名的资
源30515?2?4超出桌面30615?2?5评估数据/信息资源30815?2?6使用新的信息时重新确定的问题30815?2?7知
道何时所收集的信息已经足够了30815?3数据库30815?3?15个大型文献数据库30815?3?2其他数据库309参
考文献310第16章材料数据的来源31116?1概述31116?2对于数据的期望使用31116?2?1建立材料或产品性
能模型31116?2?2材料选择31216?2?3分析比较31216?2?4初步设计31216?2?5最终设计31316?2?6材料规
范31316?2?7加工31316?2?8质量保证31416?2?9维护31416?2?10失效分析31416?3数据类型31416?3?1原文数
据31416?3?2数字数据库31516?3?3元数据31516?4数据资源的种类31516?5数据质量和可靠性31616?6平台：
数据资料的类型31716?7特定的数据资料31716?7?1ASM国际31716?7?2STN国际31816?7?3因特网319参考文
献320第17章材料数据管理32117?1材料数据管理的历史32117?2材料数据管理系统的实施32317?2?1计
划32317?2?2实施32417?2?3开展与支持32617?3创建数据库32617?3?1定义项目组32617?3?2确定终端用户的
数据要求32617?3?3确认功能需求32717?3?4数据库的设计32717?3?5原型数据库的开发32917?3?6数据库的
填充32917?3?7建立数据库33017?3?8用户界面的定制33017?3?9数据库的考核33117?4商业数据库管理系
统33117?5材料数据标准333参考文献334第18章材料信息的采购和处置33618?1概述33618?2采购信
息33718?3材料标准和规范的目录与参考34018?4材料处理34218?5关于材料循环处理的信息资源34318?6
当前的问题344参考文献344第四篇材料性能测试第19章金属材料性能测试34919?1力学测试实验
室34919?1?1试验机35019?1?2传感器和检测装置35119?2拉伸和压缩性能试验35119?3蠕变和应力松弛试
验35319?4硬度和冲击试验35419?5断裂韧度试验35619?6疲劳试验35919?7其他力学试验36119?8环境因
素361参考文献363第20章塑料测试36420?1力学性能36520?1?1拉伸试验（ASTM D638，ISO 527?1
）36520?1?2弯曲性能（ASTM D790，ISO 178）36520?1?3蠕变性能36620?1?4应力松弛36720?1?5冲击性
能36920?1?6耐磨试验37320?1?7耐疲劳性37420?1?8硬度测试37520?2热性能37620?2?1高温性能测
试37620?2?2脆性温度（ASTM D746，ISO 974）37920?3电性能37920?3?1介电强度（ASTM D149，IEC
243?1）38020?3?2介电常数和损耗因子（ASTMD150，IEC 250）38020?3?3电阻试验38120?3?4电弧电阻
（ASTM D495）38120?4大气老化性能38320?4?1加速大气老化试验38420?4?2塑料的户外大气老化
（ASTMD1435）386参考文献387第21章塑料的特性与识别38921?1材料特性试验38921?1?1熔体指数试
验(ASTM D1238，ISO1133)38921?1?2流变学39121?1?3黏度试验39321?1?4凝胶渗透色谱39321?1?5热分析技
术39421?1?6光谱学40221?2塑料的识别分析40221?2?1熔点的测定40321?2?2溶解性试验40321?2?3铜线试
验40421?2?4密度试验40421?2?5用于识别聚合物的化学及热分析404参考文献404第22章专业的测试机
构40622?1美国国家标准研究所40622?2美国试验和材料协会40622?3食品药品管理局40722?4国家标准和
技术研究所40722?5国家电气制造商协会40722?6国家消防协会40822?7国家卫生基金会40822?8塑料工程
师协会40822?9塑料工业协会40922?10签约商实验室40922?11测试服务的典型价格40922?12独立的测试实
验室410第23章陶瓷测试41323?1概述41323?2力学性能测试41323?2?1强度41423?2?2蠕变41623?2?3硬
度41723?2?4断裂韧度41823?2?5高应变速率41823?2?6疲劳41923?3热测试42123?3?1热膨胀42123?3?2热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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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42223?3?3热容量42423?4无损检测42423?4?1超声波探伤42523?4?2射线照相42523?5电测试42623?5?1高温
电阻42623?5?2电子级陶瓷的弯曲强度42623?6结语426参考文献427第24章无损检测42824?1概述42824?1?1
关于检测方法的信息42924?1?2其他参考资料42924?1?3电子参考资料42924?1?4未来NDE的能力42924?2液
体渗透检测43024?2?1渗透方法工艺43124?2?2参考标准试块43124?2?3渗透检验的局限性43224?3超声方
法43224?3?1声波43224?3?2声的反射和透射43224?3?3声的折射43424?3?4检测工艺43524?4射线照
相43624?4?1X射线的产生和吸收43724?4?2中子射线照相43824?4?3X射线的衰减43924?4?4采用胶片的X射
线照相技术43924?4?5透度计44024?4?6实时射线照相技术44024?4?7计算机层析照相技术44124?5涡流检
测44224?5?1趋肤效应44224?5?2阻抗平面44224?5?3检测线圈从试样上提离44424?6热学方法44524?6?1红外
摄像仪44524?6?2热涂层44524?6?3热学检测44524?7磁粉检测方法44524?7?1磁化场44624?7?2连续与非连续
场44624?7?3检测工艺44724?7?4零件的退磁44724?8选材中检测能力的考虑44724?8?1材料特性的确
定44724?8?2结构完整性44824?8?3定量裂纹检测的好处44924?8?4NDE能力的量化45124?8?5检测概
率45224?8?6在所有NDI应用中过程控制的必要性45324?9结束语453附录A：常用材料的超声特性454附
录B：金属和合金的电阻和电导率456参考文献457第五篇失 效 分 析第25章失效模式：金属的使用特性
和服役条件46125?1失效判据46125?2失效模式46125?3弹性变形和屈服46525?4断裂机理和裂纹失稳扩
展46625?5疲劳47025?5?1疲劳载荷及试验47025?5?2S?N?P曲线：基本设计工具47325?5?3影响S?N?P曲线的
因素47425?5?4非零均值应力47425?5?5疲劳裂纹扩展47625?6蠕变和应力断裂48025?6?1长期蠕变行为的预
测48125?6?2作用轴应力状态下的蠕变48225?7磨蚀和磨损48425?7?1磨蚀现象48425?7?2磨损现象49025?8腐
蚀和应力腐蚀49425?8?1腐蚀类型49425?8?2应力腐蚀开裂49825?9失效分析和溯源设计499参考文献499
第26章塑料的失效分析50226?1概述50226?1?1材料选择50226?1?2设计50226?1?3工艺50326?1?4使用环
境50326?2失效类型50426?2?1力学失效50426?2?2热失效50426?2?3化学失效50426?2?4环境失效50426?3失效
分析50426?3?1目视检查50426?3?2鉴定分析50426?3?3应力分析50526?3?4热转换技术（ASTM F1057
）50726?3?5切片50726?3?6力学测试50726?3?7热分析50826?3?8无损检测技术508参考文献508第27章失效模
式：陶瓷的性能和使用要求50927?1概述50927?2瑕疵51027?3断裂力学51127?4强度51227?5迟滞失
效51327?6强度和寿命的分散度51427?6?1强度的分散度51427?6?2寿命的分散度51627?7使用多轴威布尔统
计法的设计51727?7?1压缩加载下的强度51727?7?2全方位的多轴的断裂准则51727?7?3局部的多轴性准
则51727?8热冲击条件下的材料选择51927?9高温失效52127?9?1蠕变应变52127?9?2蠕变断裂522参考文
献522第28章脆性材料的力学可靠性及寿命预测52328?1范围52328?2简介52328?3概述52428?3?1一般原
理52428?3?2强度52428?3?3统计强度分布52428?3?4最小强度过载验证实验52528?3?5无损缺陷检
测52528?3?6环境加速断裂52528?3?7恒定加载速率实验52628?3?8缺口试样的固有强度52728?3?9寿命预
测52728?3?10置信度极限52728?3?11寿命预测过程52728?4总结528附录1威布尔（Weibull)试验529附录2强
度和动态疲劳测试530附录3置信度极限532参考文献533第六篇制造第29章选材、设计和制造工艺的相
互关系53929?1制造任务53929?2不同途径53929?3设计54029?4材料选择54229?5制造工艺的选择54229?6完
善体系：辅助工艺54329?7“最佳”系统的选择54329?8相互关系举例544第30章金属的生产工艺与设
备54730?1金属切削原理54730?2加工功率和切削力55030?3刀具寿命55230?4金属切削经济学55330?4?1最低
成本的切削速度（Vmin）55430?4?2刀具寿命最低成本（Tmin）55430?4?3最大生产率的切削速度
（Vmax）55430?4?4最大生产率的刀具寿命（Tmax）55430?5刀具材料55430?5?1刀具的几何学55530?5?2
切削液55530?5?3机加工性55630?5?4切削速度和进给速度55630?6车床55730?6?1车床尺寸55930?6?2盈亏平
衡（BE）条件55930?7钻床56030?7?1钻孔的准确性56330?8铣削56630?9齿轮制造56930?9?1机加工方
法56930?9?2齿轮精加工57030?10螺纹切削和成形57130?10?1内螺纹57130?10?2螺纹滚压57130?11拉
削57230?12修刨、刨削和插削57430?13锯、剪切和切断57630?14加工塑料57630?15研磨、磨削和精加
工57730?15?1磨料57730?15?2温度57930?16特种加工58030?16?1磨料流加工58230?16?2磨料喷射加
工58230?16?3液压射流加工58230?16?4低应力研磨58230?16?5热辅助加工58330?16?6机电驱动加
工58330?16?7总体成形加工58430?16?8超声波加工58430?16?9水射流加工58430?16?10电化学去毛
刺58430?16?11电化学放电研磨58530?16?12电化学研磨58630?16?13电化学珩磨58630?16?14电化学加
工58630?16?15电化学抛光58730?16?16电化学磨削刀具58730?16?17电化学车削58830?16?18电?液流加
工58830?16?19型管电解加工58830?16?20电子束加工58930?16?21电火花研磨58930?16?22电火花加
工59030?16?23电火花锯削59030?16?24电火花线切割（移动丝）59030?16?25激光束加工59130?16?26激光束
矩59130?16?27等离子束加工59230?16?28化学加工法：化学铣，化学切料59230?16?29电抛光59230?16?30光
化学加工59330?16?31热化学加工593参考文献593参考书目594第31章金属加工、成型与铸造59531?1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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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59531?2热加工工艺59631?2?1热加工工艺分类59631?2?2轧制59631?2?3锻造59831?2?4挤压59931?2?5拉
深59931?2?6旋压60231?2?7管的焊接60231?2?8穿孔60231?3冷加工工艺60331?3?1冷加工工序分类60331?3?2
压挤工艺60331?3?3弯曲60431?3?4剪切60631?3?5拉制60731?4金属铸造和成型工艺60931?4?1砂型铸
造60931?4?2离心铸造61031?4?3硬模铸造61131?4?4石膏模铸造61231?4?5熔模铸造61231?5塑料成型工
艺61331?5?1喷射成型61331?5?2共补喷射成型61331?5?3轮转成型61331?5?4膨胀小球成型61331?5?5挤
压61431?5?6吹塑成型61431?5?7热成型61431?5?8增强塑料成型61431?5?9锻塑零件61431?6粉末冶
金61431?6?1P/M制品的性能61531?7表面处理61531?7?1清理61531?7?2包覆61731?7?3化学转换618参考文
献618第32章塑料零件的加工Ⅰ62032?1概述62032?2挤出62032?3挤出包覆62132?4吹膜62232?5压延成
型62332?6片材热成型62332?7吹塑成型62432?8涂覆62632?9旋转成型62732?10浇铸成型62832?11模压成
型62832?12传递模塑62932?13注射成型62932?14反应注射成型63232?15总结和结论632参考文献632第33章
塑料零件的加工Ⅱ63333?1塑料零件加工的分类63333?1?1连续过程和循环过程63333?1?2流动控制运动
学63333?2介绍63533?2?1 设计难点63533?2?2设计的解决算法63533?2?3温度影响64133?2?4压力影
响64133?2?5棒材的挤出（范例）642第一部分连续加工：剪切控制64333?3挤出：单螺杆64333?4双螺杆
挤出64633?5线材包覆64633?5?1单一拖曳流64733?5?2牵引流和压力流并存64733?6压延成型648第二部分
连续加工：拉伸控制64933?7熔体的纤维纺丝64933?8吹膜649第三部分循环过程：剪切为主65133?9熔体
注射成型65133?10反应注射成型65333?11传递模塑653第四部分循环过程： 拉伸控制65333?12压缩成
型65333?13吹塑成型65433?14热成型65433?15旋转铸塑658第五部分循环过程：静态过程65833?16铸
塑65833?17结论658参考文献658参考书目661期刊661第34章复合材料制备工艺66234?1概述66234?1?1复合
材料的特性66234?1?2纤维结构形式对力学性能的影响66234?2基本的工艺原理66634?2?1目的和目
标66634?2?2复合材料工艺路线的一般特征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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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　　发明源于需求，或者说，源于对事物获得改进的渴求。编写《材料选用手册》的动力正
在于此。参与本手册编写的有应用工程师以及他们的同事。对于从事镶牙、电子包装、飞机制造和高
速公路跨桥建设等各行各业的人员，他们都需要确定材料的技术条件、订货规范，并希望使用适宜的
材料制造更好的产品。当今材料的选择通常是非常模糊和复杂的。在过去，工程师可以考虑应用一种
材料（例如钢）或一类材料（例如金属），但现在需要考虑使用不同类别的材料以便制造更便宜、更
轻和更耐用的产品。因此，工程师们已经由过去单从参考材料供应商的材料性能表做出材料选择，转
向他们最信任的信息库——能够带来可供分享的改善材料选择程序的专家们。　　本书的一个重要目
的是收集专家们对工程师的选材建议。如果一本书要真正做到这一点，编写的专家应当有很宽的专业
范围和经验以及在不同层面的工作经历。 《材料选用手册》的编写成书是工作在5个不同层面的50多
位专家共同努力的产物：作者中40％来自主要工业领域，30％是美国大学工学院成员且许多具有工业
经验，另外10％来自埃及、以色列、德国和英国科学院工学部，余下的来自美国政府机构或研究所。
　　本书的作者，无论专业背景和经历如何，他们都是以通过真实的经验来讨论和反映实际的风格进
行写作的。这样做的意义在于，读者会感到是熟悉相关问题且有经验的工程师、材料专家、教师、研
究人员和咨询专家在做工业应用材料选择的介绍。本书同时也是研究生们成长为资深工程师的入门。
　　本书的作者大量使用各种图表和照片解释他们的观点和给出典型事例，使本书尽可能更加实用。
他们讨论了在规范化、可靠性和材料使用方面的趋势，无论这些讨论是否准确，无疑都将有助于读者
了解近期的发展。　　然而，没有手册和系统的书籍，甚至没有互联网网址或接口，即没有信息来源
，几乎不可能成功地引入新产品的生产和长期使用寿命的改善以及熟练地进行材料选择，通过适宜材
料的替代生产出比原产品更便宜、更轻或更引人注目的任何新产品，这就是为什么要编写《材料选用
手册》的原因。 就材料选择而言，促使编写这本手册的前提是现在的工作和过去的教训如何能够构建
一个经验平台，在这里工程师能够运用他们现在已经得到的现代多学科交叉的训练方法。　　我的目
的是想为实际工业应用探索材料选择问题的工程师提供一本实用的参考材料。本人的观点，材料选择
方面有两类值得探索的问题。　　第一类是什么是、为什么和怎样进行材料选择的实际问题，以及在
工业领域中什么样的材料已经被使用：　　为什么选择这些材料？　　材料具有什么样的特性？　　
材料性能和使用性能的关系如何？　　开始应用时存在什么样的问题，以后是如何解决的？　　什么
是应推荐的注意事项？　　性能和使用性能综合平衡的关键是什么？　　材料选择的限制是什么？　
　第二类问题是和应用工程师的实际设计情况有关：　　能满足目前应用的材料所需要的特性是什么
？　　在什么地方可以发现那些材料的信息？　　可以使用什么样的工艺技术制造零部件？　　在设
计过程中如何估计材料性能和制造工艺？　　怎样验证所订购的材料具有所需要的性能？　　设计所
要求的材料怎样提供？成本、环境对材料选择可能会有什么样的限制？　　本手册强调的是实际问题
而不是基础科学：即设计和制造问题，哪里可以找到性能数据（这是现在电子材料选择经常碰到的问
题），及指导性的应用和工程师们利用具有不同特性优点的材料已经进行的典型研究事例。金属、非
金属材料，包括塑料、陶瓷和复合材料只要使用合适，可得到相同的功效。　　为了回答在前面提出
的那些问题，我将手册的内容分成7个部分。第一部分，虽仅1章，但非常重要，是一个材料选择领域
的介绍，是专业人员用于材料选择的定量分析方法。第二部分覆盖主要的材料范围——金属、非金属
和复合材料，以及正在试用的新材料——现今工程师们用于制造产品的新材料。这些章节中有2章特
别用于研究潜在的问题，当专业人员进行实际选材时常会遇到这些问题。　　本手册的第三部分是材
料性能数据，包括图书管理员关于发现和评估诸如数据、数据处理方法的可靠性以及如何将数据用于
材料采购。一旦你得到材料，你实际上还能同时得到什么。手册的第四部分研究试验问题——为了确
定不同种类材料的性能，应使用什么样的设备，什么标准规定了试验程序和什么组织提供检测服务。
　　采用你的设计和你选择的材料制造的产品的期望寿命是什么，这是在材料选择中需要考虑的另一
个重要因素，即了解不同材料是如何失效的，这是本手册第五部分有关章节的内容。材料选择的最后
概念是了解适宜现在材料的制造工艺，这是本手册第六部分章节的内容。　　手册的最后部分，也是
最大的部分。这部分和其他材料手册不同，共包括11章，不仅讨论工业应用，而且也研究在使用复合
材料和塑料时的设计和装配问题，以及关于如何提高材料耐磨性等问题。应用部分的内容包括涉及在
航天、医疗、电子、电信、体育用品和建筑工业领域的有关应用。　　本手册的小部分章节是几年前
我为Wiley出版社《机械工程手册》（第二版）编写的。然而大部分章节是专为《材料选用手册》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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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我非常感谢作者们在百忙之中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撰写有关章节。　　我也非常感谢Wiley出版
社的工作人员，他们高效率的工作为《材料选用手册》的出版做出了贡献。特别感谢本书的责任编
辑Bob Argentieri，他的指导使本书的编写少走了很多弯路，更加富有成效。在我用汽车将两箱软盘的
手册初稿送到Manhattan（曼哈顿）之后不久，Bob和他的妻子Anne已经有了他们的第三个孩子。她将
在一个充满变化和各种条件不断改善的世界中成长，而这种变化和改善正是源于工程师们每天在材料
选择方面的努力。我希望本手册能够帮助他们做出最好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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