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反应堆材料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反应堆材料学>>

13位ISBN编号：9787502222239

10位ISBN编号：7502222235

出版时间：2006-7

出版时间：原子能

作者：杨文斗

页数：32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反应堆材料学>>

内容概要

　　《反应堆材料学（修订版）》以压水堆为重点，着重介绍了燃料元件包壳、核压力容器、主管道
、蒸汽发生器以及控制、慢化和反射材料等。
对核压力容器钢、堆用不锈钢、耐热钢、高温合金、锆合金和铝合金的成分匹配和性能，以及辐照效
应、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及其改进作了较详细的论述。
讨论了材料的核特性、组织与性能，相变与位错，断裂力学与辐照效应以及腐蚀和合金化理论等核反
应堆材料科学相关的基础知识和理论，以便为分析、应用和解决反应堆材料问题提供科学的途径与依
据。
《反应堆材料学（修订版）》对从事反应堆材料和反应堆设计、研究、运行、生产和教学以及其他相
关材料专业的科技人员、大学生、研究生都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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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腐蚀疲劳5．2．12 腐蚀疲劳断裂机制参考文献第六章 辐照效应第一节 辐照损伤6．1．1 反应
堆结构材料的辐照损伤类型6．1．2 碰撞时的能量传递6．1．3 离位阈能和入射粒子阈能6．1．4 级联
碰撞与撞出损伤函数6．1．5 离位峰和热峰6．1．6 沟道效应6．1．7 聚焦碰撞6．1．8 Seeger对离位峰
的修正6．1．9 级联碰撞离位原子数的计算与修正和计算机模拟结果第二节 辐照效应6．2．1 级联碰撞
后点缺陷的变化趋向6．2．2 辐照产生的缺陷6．2．3 辐照硬化理论6．2．4 辐照硬化理论的实验证明6
．2．5 辐照缺陷的回复参考文献第七章 核压力容器材料第一节 核压力容器材料与安全规范7．1．1 轻
水堆压力容器的结构与作用7．1．2 核压力容器材料7．1．3 水堆压力容器材料的安全研究重点7．1
．4 水堆压力容器防脆断的规范标准7．1．5 防止脆性断裂的措施与判据7．1．6 运行限制曲线及其求
法7．1．7 抗失水事故的韧性要求（承压热冲击）第二节 核压力容器钢的辐照效应7．2．1 压力容器钢
辐照脆化的检验方法7．2．2 辐照参数对压力容器钢的辐照影响7．2．3 预期辐照效应的计算及容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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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的影响7．2．6 生产工艺对辐照性能的影响7．2．7 辐照后退火7．2．8 减小辐照效应的措施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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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锈钢的腐蚀8．2．3 铬镍奥氏体不锈钢的热处理8．2．4 奥氏体不锈钢的辐照效应8．2．5 快堆燃料
元件包壳材料的改进和发展参考文献第九章 耐热钢和高温合金第一节 耐热钢9．1．1 耐热钢的性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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