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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容提要
本书是1984年出版的《锅炉与压力容器用钢》的修订本。
本书与原书在体系上仍保持一致，但在内容上作
了较多的补充、更新和修改。

本书全面系统地阐述了金属材料的脆性性能、高温机械性能、抗腐蚀性能、疲劳性能等，并就各合金
元素
对钢材性能的影响进行了较详尽的分析。
还对钢在制造加工过程中易发生的过热与过烧现象进行了较系统
的分析。
同时，还针对生产中常用的各种锅炉与压力容器钢的机械性能、加工工艺性能以及一些特殊性能（如
高温特性、抗蚀特性等）作了比较全面的阐述。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动力、化工、劳动保护类有关专业的材料，也可供锅炉制造厂、火力发电厂、压
力容器
制造厂、化工机械及设备厂以及锅炉与压力容器安全监察等有关部门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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