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钛合金相变及热处理》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钛合金相变及热处理》

13位ISBN编号：9787548703891

10位ISBN编号：7548703899

出版时间：2012-1

出版社：中南大学出版社

页数：24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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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有色金属理论与技术前沿丛书:钛合金相变及热处理》是对钛合金的研究与发展，钛及钛合金的应用
，钛合金特点及加工技术，钛合金相变的研究方法，钛合金的相变，钛合金的热处理与组织性能关系
，热氢处理与组织性能关系等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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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钛元素最早是在1791年被英国的矿物学家和化学家William Gregor发现的。1795年，德国化学
家Martin Heinrich Klaproth从匈牙利产的矿石（即金红石）中分解出了氧化钛，并以古代希腊神话中的
“大地之子”的名字Titans来命名。尽管在两百多年前就发现了钛元素，并且钛资源在地壳中的储量丰
富，但是由于钛与氧、氢、氮、碳等元素和绝大多数耐火材料在高温下容易发生反应，从而使金属钛
的提取工艺变得非常复杂和困难。因此，早期的钛主要用于绘画、造纸和塑料用白色颜料，全世界大
部分白色颜料为二氧化钛。第一个商业化的钛产品是在1950年由美国钛金属公司（TMCA）生产的，
从此拉开了钛金属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的序幕。英国钛的大规模生产是帝国金属T业公司（IMI）从1951
年开始的。日本海绵钛的生产是从1952年大阪钛公司开始的。苏联从1954年开始生产海绵钛，并
于1979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海绵钛生产厂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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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装订不好，不过也没办法网上图书都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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