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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金属材料及其加工技术》

内容概要

《特种金属材料及其加工技术》详细介绍了一些特种金属材料及其加工技术。全书共分8章，分别介
绍了超细晶粒钢、超塑性材料、形状记忆合金、高氮奥氏体不锈钢、变形镁合金、泡沫金属材料、金
属粉末材料以及双金属塑性加工复合材料的特点、制备与加工方法、应用领域及发展前景等，并尽可
能地反映出这类材料制备与加工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
《特种金属材料及其加工技术》可供材料科学及其加工领域的研究人员、技术人员阅读，也可供大专
院校有关专业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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