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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容简介
本手册是《新编国际常用金属材料手册》的续集，内容包括钢铁材料、有色金属、粉末冶金及复合材
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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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钢铁材料按建筑、机电（机床）、汽车拖拉机、造船、
石油化工和医药、交通桥梁等，便于不同行业的专业人员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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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翔实，数据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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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