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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容简介
本手册针对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入关后转轨的需要，在详述国产金属材料的同时，还系统介绍了美
国、日本、德国、英国、
法国、原苏联等国家的钢铁材料、有色金属的编号、状态表示方法、中外金属材料牌号对照及常用金
属材料的化学成分、性能和
用途。
本手册在编排上按用途分类，并且介绍金属材料经营和进口业务的有关常识，便于不同行业的专业人
员和购销人员查阅，
本手册对国内标准收集到1993年，国外标准收集到1992年，内容丰富新颖。
本手册是一本带有标准性能的实用工具书，可供从
事金属材料科研、设计、生产、经营、应用和贸易等方面的科技人员、管理人员和购销人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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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1灰口铸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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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3球墨铸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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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1非合金工具钢
3.3.6.2低合金工具钢、高合金工具钢
3.3.6.3高速工具钢
3.4英国国家标准（BS）钢号的表示方法
3.4.1铸铁
3.4.1.1灰口铸铁
3.4.1.2可锻铸铁
3.4.1.3球墨铸铁
3.4.1.4高硅耐蚀铸铁
3.4.1.5奥氏体铸铁
3.4.1.6耐磨铸铁
3.4.2铸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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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1非合金灰口铸铁
3.5.1.2可锻铸铁
3.5.1.3球墨铸铁
3.5.1.4奥氏体铸铁
3.5.2铸钢
3.5.2.1一般工程用铸钢
3.5.2.2非合金钢压力容器铸钢
3.5.2.3低合金钢铸钢
3.5.2.4低合金钢压力容器铸钢
3.5.2.5高合金钢铸钢
3.5.3A类钢（包括非合金钢和低合金钢）
3.5.4非合金钢
3.5.5合金钢
3.5.5.1一般合金钢
3.5.5.2热处理用合金钢
3.5.6工具钢
3.5.6.1冷作碳素工具钢
3.5.6.2冷作合金工具钢
3.5.6.3热作合金工具钢
3.5.6.4高速工具钢
3.5.6.5不锈刀具钢
3.5.7电工用硅钢
3.6日本工业标准（JIS）钢铁产品的牌号表示方法
3.6.1铸铁
3.6.2铸钢
3.6.2.1碳素钢铸件
3.6.2.2结构用高强度碳钢及低合金钢铸件
3.6.2.3合金钢铸件
3.6.2.4不锈钢铸件
3.6.2.5耐热钢铸件
3.6.3一般结构用钢
3.6.4碳素结构钢
3.6.5合金结构钢
3.6.6不锈钢及耐热钢
3.6.7弹簧钢
3.6.8含铬轴承钢
3.6.9工具钢
3.6.10电工用硅钢
3.7前苏联国家标准（TOOT）钢号表示方法
3.7.1铸铁
3.7.1.1灰口铸铁
3.7.1.2可锻铸铁
3.7.1.3球墨铸铁
3.7.1.4耐磨铸铁
3.7.1.5合金铸铁
3.7.2铸钢
3.7.2.1碳素铸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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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2合金铸钢
3.7.3普通碳素钢
3.7.4优质碳素结构钢
3.7.5低合金钢、合金钢和弹簧钢
3.7.6易切削钢
3.7.7不锈耐酸钢、耐热和热强合金钢
3.7.8滚动轴承钢
3.7.9工具钢
3.7.9.1碳素工具钢
3.7.9.2合金工具钢
3.7.9.3高速工具钢
3.7.10专门用途钢
3.7.10.1焊条用钢
3.7.10.2磁钢
3.7.10.3电工用硅钢
3.7.11 铁镍基或镍基合金
3.8国际标准化组织（ISO）钢号的表示方法
3.8.1铸铁
3.8.1.1灰铸铁（无化学成分要求）
3.8.1.2可锻铸铁（无化学成分要求）
3.8.1.3球墨铸铁（无化学成分要求）
3.8.1.4奥氏体铸铁
3.8.2铸钢（一般工程用）
3.8.3一般结构钢
3.8.4碳素钢
3.8.5结构钢热轧钢（带，板）
3.8.6承压钢材
3.8.7不锈钢
3.8.8耐热钢和合金
3.8.9工具钢
3.8.9.1碳素模具钢
3.8.9.2冷作、热作合金模具钢
3.8.9.3高速工具钢
附录 各国标准代号
第4章 国内外钢铁材料牌号对照
4.1生铁
4.1.1炼钢用生铁
4.1.2铸造用生铁
4.1.3球墨铸铁用生铁
4.1.4还原铁粉
4.1.4.1GB4136－84粉末冶金用还原铁粉牌号及化学成分
4.1.4.2GB5317－85电焊条用还原铁粉牌号及化学成分
4.2铁合金
4.2.1硅铁
4.2.2锰硅合金
4.2.3高炉锰铁
4.2.4锰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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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铬铁
4.2.6硅铬合金
4.2.7钨铁
4.2.8钼铁
4.2.9磷铁
4.2.10硼铁
4.2.11氮化铬铁
4.2.12钛铁
4.3铸铁
4.3.1灰口铸铁
4.3.1.1GB9439－88灰口铸铁的牌号（无化学成分要求）
4.3.1.2牌号对照
4.3.2球墨铸铁
4.3.2.1GB1348－88球墨铸铁的牌号（无化学成分要求）
4.3.2.2牌号对照
4.3.3奥氏体铸铁
4.3.4耐热铸铁
4.3.5可锻铸铁
4.3.5.1GB9440－88可锻铸铁牌号（无成分要求）
4.3.5.2牌号对照
4.4铸钢
4.4.1GB5676－85铸造碳钢的牌号及化学成分
4.4.2GB2100－81不锈钢铸件的牌号及化学成分
4.4.3牌号对照
4.5 铸造永磁合金
4.5.1GB4753－84铸造铝镍钴永磁（硬磁）合金的牌号及化学成分
4.5.2牌号对照
4.6铸造高温合金
4.6.1GBn175－82铸造高温合金牌号及化学成分
4.6.2牌号对照
4.7碳素钢
4.7.1普通碳素钢
4.7.1.1GB700一88碳素结构钢的钢号及化学成分
4.7.1.2钢号对照
4.7.2优质碳素结构钢
4.7.2.1GB699一88优质碳素结构钢的钢号和化学成分
4.7.2.2GB711－88优质碳素结构钢热轧厚钢板和宽钢带的钢号和化学成分
4.7.2.3钢号对照
4.7.3 碳素工具钢
4.7.3.1GB1298－86碳素工具钢的钢号和化学成分
4.7.3.2牌号对照
4.8合金钢
4.8.1合金结构钢
4.8.1.1GB1591－88低合金结构钢的钢号和化学成分
4.8.1.2GB3077－88合金结构钢的钢号和化学成分
4.8.1.3钢号对照
4.8.2弹簧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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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2.1GB1222－84弹簧钢的钢号和化学成分
4.8.2.2钢号对照
4.8.3高速工具钢
4.8.3.1YB12一77高速工具钢的钢号和化学成分
4.8.3.2YB（T）2－80高速工具钢推荐钢号
4.8.3.3钢号对照
4.8.4合金工具钢
4.8.4.1GB1299－85合金工具钢的钢号和化学成分
4.8.4.2钢号对照
4.8.5轴承钢
4.8.5.1YB9－68铬轴承钢的钢号和化学成分
4.8.5.2YB9－70（试行）无铬轴承钢的钢号和化学成分
4.8.5.3GB3203－82渗碳轴承钢的钢号和化学成分
4.8.5.4GB3086－82高碳高铬不锈轴承钢的钢号和化学成分
4.8.5.5YB688－76高温轴承钢的钢号和成分
4.8.5.6牌号对照
4.8.6不锈耐酸钢和耐热钢
5.2.3材料的机械性能
5.2.3.1中国材料的机械性能
5.2.3.2国外材料的机械性能

Page 1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编国际常用金属材料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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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