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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8铍
3.3.9钴
3.3.10镍基耐热合金
参考文献
附录一 未收入本文集的著作题目索引
附录二 未收入本文集已公开发表的论文题目索引
附录三 内部资料一览表
附录四 指导的硕士生学位论文和培养的硕士一览表
附录五 指导的博士生论文和培养的博士、博士后一览表
附录六 被国际权威检索系统《美国科学引文索引》（SCI）收录的论文
题目一览表
附录七 被国际权威检索系统《工程索引》（EI）、《化学文摘》（CA）
《金属文摘》（MA）收录的论文题目一览表
附录八 科研项目或论文得奖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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