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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根据多年从事金属材料教学和科研工作积累
的资料而编写的。
以材料的设计、选用、预测为思路，汇集
了国内外相关的新成果，较深入地分析了材料成分，组织结
构与性能间关系，为按产品的使用性能进行材料的定量设计
和选用提供优化方案和预测思路。
可供从事金属材料工作的
科技人员及有关专业的硕士生，博士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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