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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编中外金属材料手册（第2版）》收录了中国、美国、日本、国际标准化组织、欧洲标准化委员
会等国家和组织中有关金属材料的最新数据。
以表格形式为主，详细列出了金属牌号的表示方法、中外牌号对照，各种金属及合金的牌号、化学成
分、力学性能、特性、用途以及品种、规格、尺寸、重量与热处理数据等资料。

　　
《新编中外金属材料手册（第2版）》标准新、数据准、品种全、对照准确、查阅方便，是从事金属
材料设计、生产、选用和贸易等工作人员常用的案头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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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24）不锈钢 不锈耐酸钢（简称不锈钢），它是由不锈钢和耐酸钢两大部分组成的。
简言之，能抵抗大气腐蚀的钢叫不锈钢，而能抵抗化学介质（如酸类）腐蚀的钢叫做耐酸钢。
一般来说含铬量大于12％的钢，就具有了不锈钢的特点。
 不锈钢按热处理后的显微组织又可分为5大类：即铁素体不锈钢、马氏体不锈钢、奥氏体不锈钢、奥
氏体一铁素体不锈钢及沉淀硬化不锈钢。
 （25）耐热钢 在高温条件下，具有抗氧化性和足够的高温强度以及良好的耐热性能的钢称作耐热钢。
耐热钢包括抗氧化钢和热强钢两类。
抗氧化钢又称不起皮钢。
热强钢是指在高温下具有良好的抗氧化性能并具有较高的高温强度的钢，主要用于在高温下长期使用
的零件。
 （26）高温合金 高温合金是指在高温下具有足够的持久强度、蠕变强度、热疲劳强度、高温韧性及足
够的化学稳定性的一种热强性材料，用于1000℃左右高温条件下工作的热动力部件。
 按其基本化学成分的不同，又可分为镍基高温合金、铁镍基高温合金及钴基高温合金。
 （27）精密合金 精密合金是指具有特殊物理性能的合金。
它是电气工业、电子工业、精密仪表工业和自动控制系统中不可缺少的材料。
 精密合金按其不同的物理性能又分为7类，即：软磁合金、变形永磁合金、弹性合金、膨胀合金、热
双金属、电阻合金、热电偶合金。
 绝大多数精密合金是以黑色金属为基的，只有少数是以有色金属为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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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编中外金属材料手册(第2版)》标准新、数据准、品种全、对照准确、查阅方便，是从事金属材料
设计、生产、选用和贸易等工作人员常用的案头工具书。
想了解中外常用金属材料？
这本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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