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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金属材料手册(第2版)》共两篇，分为二十二章，包括：黑色金属材料基本知识，生铁和铸铁件，铸
钢，结构钢、工具钢及特殊钢，型钢，钢板和钢带，钢管，钢丝，常用黑色金属材料中外牌号对照，
有色金属材料的基本知识，铜及铜合金，铝及铝合金，钛及钛合金，镍及镍合金，镁及镁合金，锌及
锌合金，铅及铅合金，锂及锂合金，稀土金属及其合金，贵金属及其合金，专用合金，常用有色金属
材料中外牌号对照等。
 
《金属材料手册(第2版)》资料采用最新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确保科学、先进、数据可靠、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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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一节钛及钛合金概述 纯钛为银白色金属，相对密度为4.54，是一种轻有色金属。
钛熔点高（168℃），线膨胀系数小，热导率差（ 16.32W／（m·K））。
纯钛的强度低，但比强度高，塑性好，低温韧性好，耐蚀性很高。
钛具有良好的压力加工工艺性能，但切削性能较差。
钛在氮气中加热可发生燃烧，因此钛在加热和焊接时应采用氩气保护。
 根据杂质含量，纯钛分为高纯钛（纯度达99.9%）和工业纯钛（纯度达99.5%）。
工业纯钛有三个牌号，分别用TA+顺序号数字1、2、3表示，数字越大，纯度越低。
杂质含量对钛的性能影响很大，少量杂质可显著提高钛的强度，故工业纯钛强度较高，接近高强铝合
金的水平，主要用于制造350℃以下温度工作的石油化工用热交换器、反应器、船舰零件、飞机蒙皮等
。
 钛合金是以钛为基加入其他元素组成的合金。
钛合金有三种类型的组织：α型钛合金、β型钛合金和α+β型钛合金。
 α型钛合金，是α相固溶体组成的单相合金。
室温强度较低，但高温强度和蠕变强度却居钛合金之首；且该类合金组织稳定，耐蚀性优良，塑性及
加工成形性好，还具有优良的焊接性能和低温性能。
常用于制作飞机蒙皮、骨架、发动机压缩机盘和叶片、涡轮壳以及超低温容器等。
 β型钛合金，是β相固溶体组成的单相合金。
在淬火态塑性、韧性很好，冷成形性好；但由于这种合金密度大，组织不够稳定，耐热性差，因此使
用不太广泛。
主要是用来制造飞机中使用温度不高但强度要求高的零部件，如弹簧、紧固件及厚截面构件等。
 α+β型钛合金，是双相合金，兼有α型及β型钛合金的特点，具有良好的综合性能，是应用最广泛
的钛合金，在航空航天工业及其他工业部门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可用于制造航空发动机压气机盘和
叶片、火箭发动机外壳及冷却喷管、飞行器用特种压力容器及化工用泵、船舶零件和蒸汽轮机部件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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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金属材料手册(第2版)》可供机械、冶金、化工、汽车、造船、轻工、仪器仪表、建筑、矿山工程及
军工等各行业的广大工程设计、制造、修理及管理人员使用，也可供有关大专院校师生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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