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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钢铁材料既是传统材料，又是先进材料。
以超细组织、高洁净度、高均匀性为特征的新一代钢铁材料，大幅度地提高了钢铁材料的质量和性能
。
钢铁结构材料的功能化，均质材料的复合化，与环境的协调化，已成为钢铁材料的发展方向。
我国正在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对钢铁材料的品种、质量和数量均提出了很高的需求。
2004年我国的钢产量达2亿7千万吨，约相当于日、美、俄三个产钢大国产量总和，已多年为世界第一
产钢大国。
在相当长期间内，基础设施建设和制造业的发展，对钢铁材料的需求量仍将保持在高位，这既是挑战
又是机遇。
钢铁产量的大量增加已给资源、能源供应，交通运输，环境保护带来了巨大压力。
钢铁材料的研究、生产和使用部门的共同任务是：提高钢铁材料的质量和性能，延长其使用寿命，降
低对资源、能源的消耗和对环境的污染。
正确选材，合理用材，提高材料的利用率，已成为广大工程技术人员实际工作中急于要解决的主要问
题。
编写本书的目的在于为广大工程技术人员对正确选材，合理用材，以及先进的钢铁材料及其加工工艺
成形的技术参数、图表及科研成果、实践经验提供技术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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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钢铁材料手册》是集实用性与先进性于一体的钢铁材料工程工具书。
首先介绍了钢铁材料的地位作用、分类、固态相变与微观组织、主要性能以及牌号的表示方法等基础
性内容，之后分篇介绍了铁、铸铁与铸钢、非合金钢、低合金钢、超细晶钢、镍基和铁镍基耐蚀合金
、电热合金、高温合金、金属功能材料、钢铁焊接材料以及合金钢等钢铁材料的成分、性能、应用特
点等等。
本书以数据全、标准新、查阅方便为特点，力图将先进的钢铁材料及其加工工艺成形的技术参数、图
表及科研成果、实践经验呈献给读者，为广大工程技术人员正确选材，合理用材提供技术依据。
     本书是制造业、钢铁材料工程的科技人员，材料科学科研人员、管理人员以及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师
生的“良师益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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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4.21世纪钢铁仍是占主导地位的结构材料21世纪钢铁仍是占主导地位的结构材料。
这在以实现工业化为历史任务的我国，更是如此。
1998年美国钢铁联合会组织专家、学者编写了2l世纪“钢铁工业技术开发指南”。
同年欧洲钢铁工业联盟提出了“欧洲钢铁工业技术发展指南”1999年日本钢铁协会公布了2l世纪“日
本钢铁科学技术战略”。
这3份文件都认为“钢铁材料仍是2l世纪的必选材料”钢铁工业在全球经济发展中仍将保持其“领导地
位”。
其理由是：1）钢铁材料仍是一种先进材料，目前使用的一半以上的材料10年前尚不能生产。
2）钢铁是最易回收的材料，比纸、塑料、玻璃和铝等材料的回收总量还多。
这使它作为一种材料已经并继续对可持续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3）钢铁和钢铁工业在投资、成本、资源、综合性能、效率、现有基础及水平等方面依然保持着优势
。
4）钢铁工业在环保方面已经做了巨大努力，并将继续努力。
5）钢铁材料的性能仍有潜力。
日本拟于2010年将钢的强度和寿命各提高1倍，2030年再翻一番。
6）高技术在钢铁工业上的应用已使钢铁工业成为世界上最高产、最高效和技术先进的工业之一。
7）在世界范围内钢铁仍保持年增长几个百分点的趋势。
其他材料与钢铁的竞争不容忽视，但没有改变这种趋势。
看来在21世纪钢铁材料依然是“必选材料”，钢铁行业仍是强大的、充满活力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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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钢铁材料手册(上)》由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
全面、系统地反映我国钢铁材料的研究开发现状，特别是所取得的最新成果，包括许多首次公布的技
术参数，集实用性与先进性于一体。
包含大量先进钢铁材料及其加工工艺成形的技术参数、图表及科研成果、实践经验，为广大工程技术
人员正确选材、合理用材提供技术依据。
由几十位专家教授精心编写而成，干勇院士为第一主编。
可供制造业、钢铁材料工程的工程技术人员使用，也可供材料科学研发人员、管理人员和高等院校相
关专业师生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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