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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印红羽编著的《粉末冶金模具设计手册(第3版)(精)》共分15章，系统
地介绍了粉末冶金压坯设计、粉末冶金模具设计原理、粉末成形压力机的 选择、压制成形模架、成形
模结构设计、精整模具结构设计、成形模具结
构示例、模具零件的设计、模具主要零件的尺寸计算、粉末冶金模具设计 实例、金属注射成形模具设
计、粉末冶金模具的材料选择与制造、模具常
见问题和损伤及压坯缺陷分析、粉末冶金模具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等。
 为了方便模具设计人员的工作，还对粉末冶金零件的制造工艺进行了简要
介绍，并附有丰富的相关标准和数据资料。
 《粉末冶金模具设计手册(第3版)(精)》可供粉末冶金模具的设计人员
使用，也可供高等学校、高等专科学校师生及相关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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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6 烧结金属材料和硬质合金弹性模量的测定
 B．7 烧结金属材料(不包括硬质合金)横向断裂强度的测定方法
 B．8 致密烧结金属材料与硬质合金密度的测定方法
 B．9 可渗性烧结金属材料气泡试验孔径的测定
 B．10 可渗性烧结金属材料流体渗透性的测定
 B．11 烧结金属材料(不包括硬质合金)表观硬度和显微硬度的测定
 B．12 渗碳、碳氮共渗的烧结铁基材料表面硬化层深度的测定（显微硬度法)
 B．13 烧结金属材料(不包括硬质合金)无缺口冲击试样
 附录C 粉末冶金零件用原、辅材料的技术条件及相关标准
 C．1 铁粉
 C．2 合金钢粉与不锈钢粉
 C．3 铜粉
 C．4 镍粉
 C．5 石墨
 C．6 其他辅助材料
 附录D 部分金属粉末性能测试方法国际标准
 D．1 金属粉末松装密度的测定第1部分：漏斗法
 D．2 金属粉末松装密度的测定第2部分：斯科特（Scott）容量计法
 D．3 金属粉末振实密度的测定
 D．4 金属粉末流动性的测定标准漏斗法(霍尔流量计法)
 D．5 金属粉末（不包括硬质合金粉末）单轴向压缩时压缩性的测定
 D．6 金属粉末用矩形压坯横向断裂测定压坯强度
 D．7 金属粉末干筛分法测定粒度
 D．8 金属粉末粒度分布的测定（液体中重力沉降光衰减法)
 D．9 金属粉末在稳态流动条件下粉末层的透气性试验外层表面区域的测定
 D．10 金属粉末用还原法测定氧含量第1部分：总则
 D．11 金属粉末用还原法测定氧含量第2部分：还原时的质量损失(氢损)法
 D．12 金属粉末用还原法测定氧含量第3部分：可被氢还原氧
 D．13 金属粉末用还原法测定氧含量第4部分：还原提取法测定总氧含量
 D．14 金属粉末铁、铜、锡和青铜粉末中酸不溶物含量的测定
 D．15 含润滑剂的金属粉末混合物润滑剂含量测定索格利特(Soxhlet)萃取法
 附录E 铁基结构材料的密度、孔隙对照表和压缩比计算表
 附录F 粉末冶金用压力机术语中英文对照表
 附录G 模具设计与制造常用数据与资料
 G．1 常用模具材料技术标准
 G．2 黑色金属硬度及强度换算值
 G．3 常用面积、体积的计算方法
 附录H 常用法定计量单位及其换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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