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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金属材料手册》是在查找国家现行的标准和相关资料的基础上，精心计算，仔细核实，采用图表的
形式，将读者所需的资料汇编整理，展现在大家面前，力求达到简明扼要、方便查阅的目的。
《金属材料手册》汇集国内外最新资料，详细介绍了常用金属材料的牌号、化学成分、规格、性能、
用途、尺寸、理论质量、热处理规范以及中外牌号对照等数据。
标准新、数据准、查阅方便是《金属材料手册》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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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1金属材料名词解释 金属材料种类繁多，通常把金属分为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两
大类，黑色金属包括铁、锰、铬及其合金，而除此之外的其他金属称为有色金属。
 1.1.1黑色金属材料 （1）生铁生铁是指碳含量大于2％的铁碳合金。
工业生铁一般含碳量不超过4.5％。
按其成分、性能及用途的不同，生铁分为炼钢生铁、铸造生铁（灰口铁）、合金生铁。
 （2）铁合金铁合金是铁与一定量其他金属元素的合金。
铁合金是炼钢的原料之一。
在炼钢时作钢的脱氧剂和合金元素添加剂，用以改善钢的性能。
 （3）碳钢碳钢也叫碳素钢，是含碳量小于2％的铁碳合金。
碳钢除含碳外一般还含有少量的硅、锰、硫、磷。
 （4）碳素结构钢 碳素结构钢也叫优质碳素结构钢，含碳量小于0.8％。
除几个含碳很低的钢号可以熔炼沸腾钢外，其余都是熔炼镇静钢。
 （5）碳素工具钢 碳素工具钢是基本上不含合金元素的高碳钢，含碳量在0.65％～1.35％范围内，碳素
工具钢的生产成本低，原料来源易取得，加工性良好，热处理后，可以得到高硬度和高耐磨性，所以
是被广泛采用的钢种，用来制造各种刃具、模具、量具。
但这类钢的红硬性差，即当工作温度大于250℃时，钢的硬度和耐磨性就会急剧下降而失去工作能力。
另外，碳素工具钢如制成较大的零件则不易淬硬，而且容易产生变形和裂纹。
 （6）合金钢在钢中除含有铁、碳和少量不可避免的硅、锰、磷、硫元素以外，还含有一定量的合金
元素，钢中的合金元素有硅、锰、钼、镍、铬、钒、钛、铌、硼、铝、稀土等其中的一种或几种。
 各国的合金钢系统，随各自的资源情况、生产和使用条件的不同而不同，国外以往曾发展镍、铬钢系
统，我国则发展以硅、锰、矾、钛、铌、硼、稀土为主的合金钢系统。
 （7）不锈钢 不锈钢是一种特殊钢，按热处理后的显微组织可分为5大类：即铁素体不锈钢、马氏体不
锈钢、奥氏体不锈钢、双相不锈钢及沉淀硬化不锈钢。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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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钢板钢板按厚度分为薄板（4mm以下，包括钢带）和厚板（4～60mm，包括60mm以上的特厚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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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金属材料手册》适宜从事机械、冶金、化工、航空航天、国防等行业产品设计和材料购销人员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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