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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手册共分为压力容器用钢、结构与强度、组装焊接和质量控制、安全
装置、安全管理、失效分析和安全评定等共6大部分，包括压力容器设计、
制造、使用管理、判废、事故分析等各个环节中与安全有关的工程技术问题，
既有理论、原则，也有指导实践的方法与技术，体现了最新的国家标准
GB150－1998和国内外安全技术的先进经验。

本书读者对象为锅炉压力容器安全监察、检验人员，从事压力容器设
计、制造、使用、管理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也可供高等院校或中等专业学
校有关专业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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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一些因素对评定点与评定结果的影响
6.5.1温度对评定点及评定结果的影响
6.5.2应变时效对评定结果的影响
6.6失效评定技术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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