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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电工材料产品的快速发展和提高，使电工材料的选择和应用成为一个
重要的问题，为此编写了这本实用性强的工具书。手册中包括导电材料、
电工合金材料、磁性材料、电碳制品、半导体材料、绝缘材料、特种电工
材料、电线电缆及附件和金具、绝缘子及其材料等共9章。手册全面系统
地汇集了我国电工材料产品品种、性能、应用范围及技术，并可帮助用户
正确选择和应用电工材料。
本书可供电气工程技术人员、电工材料的供销人员及大专院校相关专
业的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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