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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本介绍不锈钢的一个分支双相不锈钢的专业技术的书籍，内
容包括双相不锈钢的发展史、相图、相组织转变、力学性能、耐腐蚀性能、
焊接性能、工艺性能、国内外应用情况和经验、选用双相不锈钢的依据和
应注意的问题，并且分钢种介绍了双相不锈钢主要牌号的各种技术性能数
据。

本书可供冶金、化工（化肥等）.石油化工（炼油等）、轻工（纸浆）、
核能、海洋和环保等工业部门有关不锈钢的科研、生产、使用、设计等单
位的科研、工程技术人员和有关大专院校的师生使用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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