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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ＧＢ／Ｔ３０９８《紧固件机械性能》包括以下部分：

———ＧＢ／Ｔ３０９８．１　紧固件机械性能　螺栓、螺钉和螺柱；

———ＧＢ／Ｔ３０９８．２　紧固件机械性能　螺母；

———ＧＢ／Ｔ３０９８．３　紧固件机械性能　紧定螺钉；

———ＧＢ／Ｔ３０９８．５　紧固件机械性能　自攻螺钉；

———ＧＢ／Ｔ３０９８．６　紧固件机械性能　不锈钢螺栓、螺钉和螺柱；

———ＧＢ／Ｔ３０９８．７　紧固件机械性能　自挤螺钉；

———ＧＢ／Ｔ３０９８．８　紧固件机械性能　－２００℃～＋７００℃使用的螺栓连接零件；

———ＧＢ／Ｔ３０９８．９　紧固件机械性能　有效力矩型钢锁紧螺母；

———ＧＢ／Ｔ３０９８．１０　紧固件机械性能　有色金属制造的螺栓、螺钉、螺柱和螺母；

———ＧＢ／Ｔ３０９８．１１　紧固件机械性能　自钻自攻螺钉；

———ＧＢ／Ｔ３０９８．１２　紧固件机械性能　螺母锥形保证载荷试验；

———ＧＢ／Ｔ３０９８．１３　紧固件机械性能　螺栓与螺钉的扭矩试验和破坏扭矩公称直径１～１０ｍｍ；

———ＧＢ／Ｔ３０９８．１４　紧固件机械性能　螺母扩孔试验；

———ＧＢ／Ｔ３０９８．１５　紧固件机械性能　不锈钢螺母；

———ＧＢ／Ｔ３０９８．１６　紧固件机械性能　不锈钢紧定螺钉；

———ＧＢ／Ｔ３０９８．１７　紧固件机械性能　检查氢脆用预载荷试验　平行支承面法；

———ＧＢ／Ｔ３０９８．１８　紧固件机械性能　盲铆钉试验方法；

———ＧＢ／Ｔ３０９８．１９　紧固件机械性能　抽芯铆钉；

———ＧＢ／Ｔ３０９８．２０　紧固件机械性能　蝶形螺母　保证扭矩；

———ＧＢ／Ｔ３０９８．２１　紧固件机械性能　不锈钢自攻螺钉；

———ＧＢ／Ｔ３０９８．２２　紧固件机械性能　细晶非调质钢螺栓、螺钉和螺柱；

———ＧＢ／Ｔ３０９８．２３　紧固件机械性能　Ｍ４２～Ｍ７２螺栓、螺钉和螺柱；

———ＧＢ／Ｔ３０９８．２４　紧固件机械性能　高温用不锈钢和镍合金螺栓、螺钉、螺柱和螺母；

———ＧＢ／Ｔ３０９８．２５　紧固件机械性能　不锈钢和镍合金紧固件选用指南。

本部分为ＧＢ／Ｔ３０９８的第２５部分。

本部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紧固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８５）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中机生产力促进中心、奥展实业有限公司、江苏百德特种合金有限公司、机械工业

通用零部件产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河北五维航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山东高强紧固件有限公司、江苏

新迅达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郑州永通特钢有限公司、上海群力紧固件制造有限公司、浙江国检检测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河北信德电力配件有限公司、眉山中车紧固件科技有限公司、湖南申亿机械应用研究

院有限公司、浙江东明不锈钢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高强度螺栓厂有限公司、浙江海力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安士达五金有限公司、浙江东辉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本部分由全国紧固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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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已发布的不锈钢紧固件机械性能系列标准 ＧＢ／Ｔ３０９８．６、ＧＢ／Ｔ３０９８．１５、ＧＢ／Ｔ３０９８．１６和

ＧＢ／Ｔ３０９８．２１的附录内容重复，为了简化标准、方便使用，将各部分重复的附录内容进行梳理纳入本部

分。结合同期制定的ＧＢ／Ｔ３０９８．２４《紧固件机械性能　高温用不锈钢和镍合金螺栓、螺钉、螺柱和螺

母》，将高温用不锈钢和镍合金特性纳入本部分。

同时，根据我国不锈钢材料发展趋势和研究成果，将索氏体高强不锈结构钢的特性和ＱＮ１８０３高强

度含氮奥氏体不锈钢的特性纳入本部分。

本部分在立项制定过程中，ＩＳＯ／ＴＣ２紧固件技术委员会亦开展了相应项目的工作，为今后标准应

用过程中能够最大限度地与国际标准形成互换性，在标准制定过程中，尽量与ＩＳＯ／ＴＣ２各成员国已确

认的技术内容保持一致。

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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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固件机械性能

不锈钢和镍合金紧固件选用指南

１　范围

ＧＢ／Ｔ３０９８的本部分规定了不锈钢和镍合金紧固件选用指南，并提供了有关不锈钢和镍合金及其

性能的技术信息，这些信息对其他不锈钢紧固件机械性能标准的使用很重要。本部分包括适用于紧固

件制造的耐腐蚀不锈钢和镍合金的技术条件。

本部分适用于奥氏体不锈钢、马氏体不锈钢、铁素体不锈钢和双相（奥氏体铁素体）不锈钢以及镍

合金紧固件。

附录Ａ给出了不锈钢和镍合金紧固件常用材料牌号。

附录Ｂ给出了一种新的索氏体类高强不锈结构钢的特性，供选用参考。

附录Ｃ给出了一种高强度含氮奥氏体不锈钢的特性，供选用参考。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Ｔ３０９８．１　紧固件机械性能　螺栓、螺钉和螺柱

ＧＢ／Ｔ３０９８．６　紧固件机械性能　不锈钢螺栓、螺钉和螺柱

ＧＢ／Ｔ３０９８．８　紧固件机械性能　－２００℃～＋７００℃使用的螺栓连接零件

ＧＢ／Ｔ３０９８．１５　紧固件机械性能　不锈钢螺母

ＧＢ／Ｔ３０９８．１６　紧固件机械性能　不锈钢紧定螺钉

ＧＢ／Ｔ３０９８．２１　紧固件机械性能　不锈钢自攻螺钉

ＧＢ／Ｔ３０９８．２４　紧固件机械性能　高温用不锈钢和镍合金螺栓、螺钉、螺柱和螺母

ＧＢ／Ｔ４３３４—２０２０　金属和合金的腐蚀　奥氏体及铁素体奥氏体（双相）不锈钢晶间腐蚀试验

方法

ＡＳＴＭＡ９２３　检测双相奥氏体／铁素体不锈钢中有害金属间相的标准试验方法（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ｔｅｓｔ

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ｏｒｄｅｔｅｃｔｉｎｇｄｅｔ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ｉｎｔｅｒｍｅｔａｌｌｉｃｐｈａｓｅｉｎｄｕｐｌｅｘａｕｓｔｅｎｉｔｉｃ／ｆｅｒｒｉｔｉｃｓｔａｉｎｌｅｓｓｓｔｅｅｌｓ）

ＡＳＴＭＡ１０８４　检测稀双相奥氏体／铁素体不锈钢中有害相的标准试验方法（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ｔｅｓｔ

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ｏｒｄｅｔｅｃｔｉｎｇｄｅｔ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ｐｈａｓｅｓｉｎｌｅａｎｄｕｐｌｅｘａｕｓｔｅｎｉｔｉｃ／ｆｅｒｒｉｔｉｃｓｔａｉｎｌｅｓｓｓｔｅｅｌｓ）

ＡＳＴＭＧ４８　用三氯化铁溶液测定不锈钢及相关合金抗点蚀和缝隙腐蚀的试验方法（Ｔｅｓｔ

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ｏｒｐｉｔｔｉｎｇａｎｄｃｒｅｖｉｃｅｃｏｒｒｏｓｉｏｎ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ｏｆｓｔａｉｎｌｅｓｓｓｔｅｅｌｓ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ｅｄａｌｌｏｙｓｂｙｕｓｅｆｅｒｒｉｃ

ｃｈｌｏｒｉｄ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３０９８．２４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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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不锈钢类别和组别

４．１　通则

ＧＢ／Ｔ３０９８不锈钢机械性能系列标准涉及以下类别和组别：

———奥氏体不锈钢　Ａ１～Ａ５和Ａ８；

———马氏体不锈钢　Ｃ１、Ｃ３和Ｃ４；

———铁素体不锈钢　Ｆ１；

———双相（奥氏体铁素体）不锈钢　Ｄ２、Ｄ４、Ｄ６和Ｄ８；

———高温不锈钢和镍合金　ＣＨ０、ＣＨ１、ＣＨ２、ＶＨ／ＶＷ、Ｖ、ＳＤ、ＳＢ、７１８。

不锈钢涵盖多种材料，提供了不同的耐腐蚀性能和功能特性。由不锈钢制造的特殊紧固件应在考

虑螺栓连接件可预见的工作环境条件下谨慎选择。

紧固件表面状态（钝化、表面粗糙度等）可能影响紧固件耐腐蚀能力。

在特殊情况下，建议咨询紧固件制造和／或不锈钢材料专家，以便针对给定应用条件做出正确选择。

腐蚀与紧固件的几个方面有关：螺栓连接设计、应用环境、材料和表面处理、应力状态、温度和不同

金属接触引起的腐蚀（电化学腐蚀或接触腐蚀）等。

不同类别不锈钢紧固件使用环境温度范围：

———奥氏体不锈钢紧固件：－１９６℃～＋３００℃；

———马氏体不锈钢紧固件：－４０℃～＋２３０℃；

———铁素体不锈钢紧固件：－２０℃～＋２５０℃；

———双相 （奥氏体铁素体）不锈钢紧固件：－４０℃～＋２８０℃；

———高温不锈钢和镍合金紧固件：－５０℃～＋８００℃。

４．２　犃类不锈钢（奥氏体组织）

４．２．１　通则

奥氏体不锈钢Ａ１～Ａ５和Ａ８组别包括在ＧＢ／Ｔ３０９８不锈钢系列标准中。它们通常被归结为铬

镍奥氏体组别（Ａ１～Ａ３）和铬镍钼奥氏体组别（Ａ４、Ａ５和Ａ８）。

奥氏体不锈钢不能通过淬火硬化，紧固件机械性能通常通过加工硬化获得。为了减少对加工硬化

的敏感性，可加入铜 （化学成分见ＧＢ／Ｔ３０９８．６和ＧＢ／Ｔ３０９８．１５）。

碳含量低于０．０３０％的Ａ２和Ａ４不锈钢组别，可以在组别中加字母“Ｌ”，如Ａ２Ｌ和Ａ４Ｌ。碳含量

大于０．０３０％的Ａ２和Ａ４和／或暴露在高温环境（制造过程、焊接过程或使用环境）不锈钢组别，其晶间

腐蚀敏感性可能会更高，见第８章。在这些情况下，需方可以选择Ａ２Ｌ或Ａ４Ｌ组别，或含Ｔｉ或Ｎｂ的

稳定型不锈钢组别Ａ３或Ａ５。

Ａ８是高合金奥氏体不锈钢，比Ａ１～Ａ５具有更好的耐腐蚀性。

奥氏体钢在退火状态通常无磁性，然而冷镦过程中也许会产生一些残余磁性，见第１０章。当低导

磁率是关键因素时，应咨询不锈钢专家。

４．２．２　犃１组别

Ａ１组别不锈钢是专为机械加工设计的。由于硫含量高，比相应标准硫含量不锈钢的耐腐蚀性能

低。该组别钢不适用于非氧化酸类介质中或带氯化物成分的环境（如游泳池用氯化物作清洁介质，或海

洋环境）。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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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３　犃２组别

Ａ２组别不锈钢是最广泛使用的不锈钢。该组别钢不适用于非氧化酸类介质中或带氯化物成分的

环境（如游泳池用氯化物作清洁介质，或海洋环境）。

４．２．４　犃３组别

Ａ３组别不锈钢的性能与Ａ２组别不锈钢类似，但耐热性能高（通常可达３５０℃）。通过添加Ｔｉ或

Ｎｂ与碳结合，生成碳化钛或碳化铌，形成稳定型不锈钢。该组别钢不适用于非氧化酸类介质中或带氯

化物成分的环境（如游泳池用氯化物作清洁介质，或海洋环境）。

４．２．５　犃４组别

Ａ４组别不锈钢是“耐酸钢”，含有 Ｍｏ元素，能提供相当好的耐腐蚀性。该组别钢可用于一些含氯

化物的环境，但仍然不适用于用氯化物作清洗介质的游泳池或海洋环境中。

４．２．６　犃５组别

Ａ５组别不锈钢是性能与Ａ４组别钢相同的稳定型“耐酸钢”，可耐多种酸，但耐热性能高（通常可达

３５０℃）。通过添加Ｔｉ或Ｎｂ与碳结合，生成碳化钛或碳化铌，形成稳定型不锈钢。该组别钢可用于一

些含氯化物的环境，但仍然不适用于用氯化物作清洗介质的游泳池或海洋环境中。

４．２．７　犃８组别

Ａ８组别不锈钢被称为“６％Ｍｏ”不锈钢，对各种形式的腐蚀具有高的耐腐蚀性，包括点蚀、缝隙腐

蚀、应力腐蚀开裂。适用于用氯化物作清洗介质的游泳池，也适用于海洋环境。但用于特殊要求和／或

规定的建筑物和构筑物时应进行咨询。

４．３　犆类不锈钢（马氏体组织）

４．３．１　通则

马氏体不锈钢Ｃ１、Ｃ３和Ｃ４组别包括在ＧＢ／Ｔ３０９８不锈钢系列标准中，可通过淬火并回火进行强

化。随着碳含量增加，机械性能提高，随着Ｃｒ含量提高，达到合适的耐腐蚀性。

Ｃ１、Ｃ３和Ｃ４组别马氏体不锈钢通常比奥氏体钢的耐腐蚀性差。提高耐腐蚀性的马氏体钢也可用

于特殊紧固件制造（参见表Ａ．２）。

由于马氏体不锈钢在低温下冲击强度和延展性低，所以在零度以下时应谨慎使用。

马氏体不锈钢通常具有很强的磁性。

４．３．２　犆１组别

Ｃ１组别不锈钢耐腐蚀性能有限。

４．３．３　犆３组别

Ｃ３组别不锈钢耐腐蚀性虽然比Ｃ１组钢好，但仍是有限的。

４．３．４　犆４组别

Ｃ４组别不锈钢与Ｃ１组钢相似，但由于硫含量不同，耐腐蚀性比Ｃ１组钢更差，但有利于机加工。

３

犌犅／犜３０９８．２５—２０２０

库七七 www.kqqw.com 提供下载



４．４　犉类不锈钢（铁素体组织）———犉１组别

铁素体不锈钢Ｆ１组别包括在ＧＢ／Ｔ３０９８不锈钢系列标准中，Ｆ１组别钢可通过加工硬化（冷加工）

强化其机械性能，但冷加工效率没有奥氏体不锈钢高。Ｆ１组别钢是有磁性的。

对于腐蚀性低于Ａ２或Ａ３组别钢的环境，使用Ｆ１组别钢具有更好的经济性。但由于铁素体钢在

低温下冲击强度和延展性低，Ｆ１组别钢不适用于－２０℃以下的环境。

４．５　犇类不锈钢（奥氏体铁素体组织）

４．５．１　通则

双相不锈钢具有铁素体和奥氏体双相组织，铁素体的体积分数在４０％～６０％之间。

在退火条件下，双相不锈钢的强度明显高于奥氏体不锈钢，并可以通过冷作硬化进一步提高，但延

展性可能降低。

双相不锈钢Ｄ２、Ｄ４、Ｄ６和Ｄ８组别包括在ＧＢ／Ｔ３０９８不锈钢系列标准中。数字越大，耐腐蚀性越

好，双相不锈钢族被描述为：

———低双相（Ｄ２、Ｄ４），低合金含量（特别是Ｎｉ和 Ｍｏ）；

———标准双相（Ｄ６）；

———超级双相（Ｄ８），高合金含量。

与奥氏体不锈钢Ａ１～Ａ５组别相比，双相钢对耐应力腐蚀开裂有了很大改进。

４．５．２　犇２和犇４组别

Ｄ２和Ｄ４组别由于 Ｍｏ含量低于２％，甚至低于１％，因此被称为低双相钢。

关于点蚀和缝隙腐蚀，Ｄ２与Ａ２、Ｄ４与Ａ４相当。

４．５．３　犇６和犇８组别

Ｄ６组别的 Ｍｏ含量高于２．５％，被称为标准双相钢。与Ａ１～Ａ５和Ｄ４组别相比，具有更好的耐腐

蚀性，尤其是耐点蚀和缝隙腐蚀。

Ｄ８组别被称为高双相钢，耐腐蚀性与Ａ８相当。

４．６　高温和超高温下不锈钢和镍合金组别

高温一般指温度范围为３００℃～５５０℃，超高温一般指温度高于５５０℃：

———对于高温应用，随时间变化的性能没有作为关键因素考虑；

———对于超高温度应用，紧固件需要足够的抗氧化性能和抗高温腐蚀性能，以及使用温度下抗长期

蠕变性能。

用于高温和超高温下应用的不锈钢和镍合金见ＧＢ／Ｔ３０９８．２４。

５　不锈钢和镍合金成分

ＧＢ／Ｔ３０９８．６规定了不锈钢螺栓、螺钉和螺柱、ＧＢ／Ｔ３０９８．８规定了—２００℃～＋７００℃使用的螺

栓连接零件、ＧＢ／Ｔ３０９８．１５规定了不锈钢螺母、ＧＢ／Ｔ３０９８．１６规定了不锈钢紧定螺钉、ＧＢ／Ｔ３０９８．２１

规定了不锈钢自攻螺钉、ＧＢ／Ｔ３０９８．２４规定了高温应用特殊紧固件化学成分。表１～表３给出了应用

最为广泛的标准材料，涉及ＩＳＯ１５５１０和ＥＮ１０２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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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奥
氏
体
不
锈
钢
化
学
成
分

（ Ｇ
Ｂ
／
Ｔ
３
０
９
８
．６
、 Ｇ
Ｂ
／
Ｔ
３
０
９
８
．１
５
、 Ｇ
Ｂ
／
Ｔ
３
０
９
８
．１
６
、 Ｇ
Ｂ
／
Ｔ
３
０
９
８
．２
１
）

Ｉ
Ｓ
Ｏ
代
号

化
学
成
分
（
质
量
分
数
）ａ
／
％

Ｃ
Ｓｉ

Ｍ
ｎ

Ｐ
Ｓ

Ｃ
ｒ

Ｍ
ｏ

Ｎ
ｉ

Ｃ
ｕ

Ｎ
Ｎ
ｂ

Ｔ
ｉ

对
应
的
紧

固
件
组
别
ｂ

奥
氏
体
不
锈
钢

４
３
０
５
３
０
３
０
０
Ｉ

０
．１
２
０

１
．０
０

２
．０
０

０
．０
６
０
≥
０
．１
５
１
７
．０
～
１
９
．０

—
８
．０
～
１
０
．０

１
．０

０
．１
０

—
—

Ａ
１

４
３
０
１
３
０
４
０
０
Ｉ

０
．０
７
０

１
．０
０

２
．０
０

０
．０
４
５
０
．０
３
０
１
７
．５
～
１
９
．５

—
８
．０
～
１
０
．５

—
０
．１
０

—
—

Ａ
２

４
３
０
７
３
０
４
０
３
Ｉ

０
．０
３
０

１
．０
０

２
．０
０

０
．０
４
５
０
．０
３
０
１
７
．５
～
１
９
．５

—
８
．０
～
１
０
．５

—
０
．１
０

—
—

Ａ
２
Ｌ

４
３
１
１
３
０
４
５
３
Ｉ

０
．０
３
０

１
．０
０

２
．０
０

０
．０
４
５
０
．０
３
０
１
７
．５
～
１
９
．５

—
８
．０
～
１
１
．０

—
０
．１
２
～
０
．２
２

—
—

Ａ
２
Ｌ

４
５
６
７
３
０
４
９
８
Ｘ

０
．０
８
０

１
．０
０

２
．０
０

０
．０
４
５
０
．０
３
０
１
７
．０
～
１
９
．０

—
８
．０
～
１
０
．５

１
．０
～
３
．０

—
—

—
Ａ
２

４
５
６
７
３
０
４
３
０
Ｉ

０
．０
４
０

１
．０
０

２
．０
０

０
．０
４
５
０
．０
３
０
１
７
．０
～
１
９
．０

—
８
．０
～
１
０
．５

３
．０
～
４
．０

０
．１
０

—
—

Ａ
２

４
５
４
１
３
２
１
０
０
Ｉ

０
．０
８
０

１
．０
０

２
．０
０

０
．０
４
５
０
．０
３
０
１
７
．０
～
１
９
．０

—
９
．０
～
１
２
．０

—
—

—
５
×
Ｃ
～
０
．７
０

Ａ
３

４
５
５
０
３
４
７
０
０
Ｉ

０
．０
８
０

１
．０
０

２
．０
０

０
．０
４
５
０
．０
３
０
１
７
．０
～
１
９
．０

—
９
．０
～
１
２
．０

—
—

１
０
×
Ｃ
～
１
．０
０

—
Ａ
３

４
４
０
１
３
１
６
０
０
Ｉ

０
．０
８
０

１
．０
０

２
．０
０

０
．０
４
５
０
．０
３
０
１
６
．０
～
１
８
．０
２
．０
０
～
３
．０
０
１
０
．０
～
１
３
．０

—
０
．１
０

—
—

Ａ
４

４
４
０
４
３
１
６
０
３
Ｉ

０
．０
３
０

１
．０
０

２
．０
０

０
．０
４
５
０
．０
３
０
１
６
．５
～
１
８
．５
２
．０
０
～
３
．０
０
１
０
．０
～
１
３
．０

—
０
．１
０

—
—

Ａ
４
Ｌ

４
４
０
６
３
１
６
５
３
Ｉ

０
．０
３
０

１
．０
０

２
．０
０

０
．０
４
５
０
．０
３
０
１
６
．５
～
１
８
．５
２
．０
０
～
３
．０
０
１
０
．０
～
１
２
．５

—
０
．１
２
～
０
．２
２

—
—

Ａ
４
Ｌ

４
５
７
８
３
１
６
７
６
Ｅ

０
．０
４
０

１
．０
０

２
．０
０

０
．０
４
５
０
．０
１
５
１
６
．５
～
１
７
．５
２
．０
０
～
２
．５
０
１
０
．０
～
１
１
．０

３
．０
～
３
．５

０
．１
０

—
—

Ａ
４

４
５
７
１
３
１
６
３
５
Ｉ

０
．０
８
０

１
．０
０

２
．０
０

０
．０
４
５
０
．０
３
０
１
６
．５
～
１
８
．５
２
．０
０
～
２
．５
０
１
０
．５
～
１
３
．５

—
—

—
５
×
Ｃ
～
０
．７

Ａ
５

４
５
２
９
０
８
９
２
６
Ｉ

０
．０
２
０

０
．７
５

２
．０
０

０
．０
３
５
０
．０
１
５
１
９
．０
～
２
１
．０

６
．０
～
７
．０

２
４
．０
～
２
６
．０

０
．５
～
１
．５

０
．１
５
～
０
．２
５

—
—

Ａ
８

４
５
４
７
３
１
２
５
４
Ｉ

０
．０
２
０

０
．７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３
５
０
．０
１
５
１
９
．５
～
２
０
．５

６
．０
～
７
．０

１
７
．５
～
１
８
．５
０
．５
０
～
１
．０
０
０
．１
８
～
０
．２
５

—
—

Ａ
８

４
４
７
８
０
８
３
６
７
Ｕ

０
．０
３
０

１
．０
０

２
．０
０

０
．０
４
０
０
．０
３
０
２
０
．０
～
２
２
．０

６
．０
～
７
．０

２
３
．５
～
２
５
．５

０
．７
５

０
．１
８
～
０
．２
５

—
—

Ａ
８

　
　
注
：
表
中
所
列
成
分
除
标
明
范
围
或
最
小
值
外
，
其
余
均
为
最
大
值
。

　
　
ａ
未
经
买
方
同
意
，
不
宜
将
未
规
定
的
元
素
加
入
钢
材
中
，
除
非
为
了
完
成
冶
炼
。
应
采
取
一
切
合
理
的
预
防
措
施
，
以
防
止
从
制
造
中
使
用
的
废
料
或
其
他
材
料
中
添
加
影
响
淬
透
性
、
机
械

性
能
和
适
用
性
的
元
素
。

　
　
ｂ
钢
的
组
别
与
Ｇ
Ｂ
／
Ｔ
３
０
９
８
．６
和
Ｇ
Ｂ
／
Ｔ
３
０
９
８
．１
５
规
定
的
成
分
范
围
最
接
近
，
但
是
，
本
表
中
包
含
的
不
一
定
完
全
符
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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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马
氏
体
、
铁
素
体
和
双
相
钢
化
学
成
分

（ Ｇ
Ｂ
／
Ｔ
３
０
９
８
．６
、 Ｇ
Ｂ
／
Ｔ
３
０
９
８
．１
５
、 Ｇ
Ｂ
／
Ｔ
３
０
９
８
．１
６
、 Ｇ
Ｂ
／
Ｔ
３
０
９
８
．２
１
）

Ｉ
Ｓ
Ｏ
代
号

化
学
成
分
（
质
量
分
数
）ａ
／
％

Ｃ
Ｓｉ

Ｍ
ｎ

Ｐ
Ｓ

Ｃ
ｒ

Ｍ
ｏ

Ｎ
ｉ

Ｃ
ｕ

Ｎ
Ｎ
ｂ

Ｔ
ｉ

对
应
的
紧

固
件
组
别
ｂ

马
氏
体
不
锈
钢

４
０
０
６
４
１
０
０
０
Ｉ

０
．０
８
～
０
．１
５

１
．０
０

１
．５
０

０
．０
４
０

０
．０
３
０

１
１
．５
～
１
３
．５

—
０
．７
５

—
—

—
—

Ｃ
１

４
０
２
１
４
２
０
０
０
Ｉ

０
．１
６
～
０
．２
５

１
．０
０

１
．５
０

０
．０
４
０

０
．０
３
０

１
２
．０
～
１
４
．０

—
—

—
—

—
—

Ｃ
１

４
０
２
８
４
２
０
０
０
Ｉ

０
．２
６
～
０
．３
５

１
．０
０

１
．５
０

０
．０
４
０

０
．０
３
０

１
２
．０
～
１
４
．０

—
—

—
—

—
—

Ｃ
１

４
０
５
７
４
３
１
０
０
Ｘ

０
．１
２
～
０
．２
２

１
．０
０

１
．５
０

０
．０
４
０

０
．０
３
０

１
５
．０
～
１
７
．０

—
１
．５
０
～
２
．５
０

—
—

—
—

Ｃ
３

４
０
０
５
４
１
６
０
０
Ｉ

０
．０
８
～
０
．１
５

１
．０
０

１
．５
０

０
．０
４
０

≥
０
．１
５
１
２
．０
～
１
４
．０

０
．６
０

—
—

—
—

—
Ｃ
４

铁
素
体
不
锈
钢

４
０
１
６
４
３
０
０
０
Ｉ

０
．０
８

１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４
０

０
．０
３
０

１
６
．０
～
１
８
．０

—
—

—
—

—
—

Ｆ
１

双
相
不
锈
钢

４
４
８
２
３
２
０
０
１
Ｘ

０
．０
３
０

１
．０
０

４
．０
～
６
．０

０
．０
３
５

０
．０
３
０

１
９
．５
～
２
１
．５

０
．１
０
～
０
．６
０

１
．５
０
～
３
．５
０

１
．０

０
．０
５
～
０
．２
０

—
—

Ｄ
２
ｄ

４
３
６
２
３
２
３
０
４
Ｉ

０
．０
３
０

１
．０
０

２
．０
０

０
．０
３
５

０
．０
１
５

２
２
．０
～
２
４
．５

０
．１
０
～
０
．６
０

３
．５
～
５
．５

０
．１
０
～
０
．６
０

０
．０
５
～
０
．２
０

—
—

Ｄ
２
ｄ

４
０
６
２
３
２
２
０
２
Ｕ

０
．０
３
０

１
．０
０

２
．０
０

０
．０
４
０

０
．０
１
０

２
１
．５
～
２
４
．０

０
．４
５

１
．０
０
～
２
．９
０

—
０
．１
６
～
０
．２
８

—
—

Ｄ
４

４
１
６
２
３
２
１
０
１
Ｅ

０
．０
４
０

１
．０
０

４
．０
～
６
．０

０
．０
４
０

０
．０
１
５

２
１
．０
～
２
２
．０

０
．１
０
～
０
．８
０

１
．３
５
～
１
．９
０

０
．１
０
～
０
．８
０

０
．２
０
～
０
．２
５

—
—

Ｄ
４

４
６
６
２
８
２
４
４
１
Ｘ

０
．０
３
０

０
．７
０

２
．５
０
～
４
．０

０
．０
３
５

０
．０
０
５

２
３
．０
～
２
５
．０

１
．０
０
～
２
．０
０

３
．０
～
４
．５

０
．１
０
～
０
．８
０

０
．２
０
～
０
．３
０

—
—

Ｄ
４

４
４
６
２
３
１
８
０
３
Ｉ

０
．０
３
０

１
．０
０

２
．０
０

０
．０
３
５

０
．０
１
５

２
１
．０
～
２
３
．０

２
．５
～
３
．５

４
．５
～
６
．５

—
０
．１
０
～
０
．２
２

—
—

Ｄ
６

４
４
８
１
３
１
２
６
０
Ｊ

０
．０
３
０

１
．０
０

１
．５
０

０
．０
４
０

０
．０
３
０

２
４
．０
～
２
６
．０

２
．５
～
３
．５

５
．５
～
７
．５

—
０
．０
８
～
０
．３
０

—
—

Ｄ
６

４
４
１
０
３
２
７
５
０
Ｅ

０
．０
３
０

１
．０
０

２
．０
０

０
．０
３
５

０
．０
１
５

２
４
．０
～
２
６
．０

３
．０
～
４
．５

６
．０
～
８
．０

—
０
．２
４
～
０
．３
５

—
—

Ｄ
８

４
５
０
１
３
２
７
６
０
Ｉ
ｃ

０
．０
３
０

１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３
０

０
．０
１
０

２
４
．０
～
２
６
．０

３
．０
～
４
．０

６
．０
～
８
．０

０
．５
～
１
．０

０
．２
０
～
０
．３
０

—
—

Ｄ
８

４
５
０
７
３
２
５
２
０
Ｉ

０
．０
３
０

０
．７
０

２
．０
０

０
．０
３
５

０
．０
１
５

２
４
．０
～
２
６
．０

３
．０
～
４
．０

６
．０
～
８
．０

１
．０
～
２
．５

０
．２
０
～
０
．３
０

—
—

Ｄ
８

　
　
注
：
表
中
所
列
成
分
除
标
明
范
围
或
最
小
值
外
，
其
余
均
为
最
大
值
。

　
　
ａ
未
经
买
方
同
意
，
不
宜
将
未
规
定
的
元
素
加
入
钢
材
中
，
除
非
为
了
完
成
冶
炼
。
应
采
取
一
切
合
理
的
预
防
措
施
，
以
防
止
从
制
造
中
使
用
的
废
料
或
其
他
材
料
中
添
加
影
响
淬
透
性
、
机
械

性
能
和
适
用
性
的
元
素
。

ｂ
钢
的
组
别
与
Ｇ
Ｂ
／
Ｔ
３
０
９
８
．６
和
Ｇ
Ｂ
／
Ｔ
３
０
９
８
．１
５
规
定
的
成
分
范
围
最
接
近
，
但
是
，
本
表
中
包
含
的
不
一
定
完
全
符
合
。

ｃ
钨
的
含
量
应
为
０
．５
％
～
１
．０
％
。

ｄ
当
狑
Ｃ
ｒ
＋
３
．３
狑
Ｍ
ｏ
＋
１
６
狑
Ｎ
＞
２
４
和
符
合
Ｇ
Ｂ
／
Ｔ
３
０
９
８
不
锈
钢
系
列
标
准
时
，
可
被
认
同
为
Ｄ
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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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高
温
不
锈
钢
和
镍
合
金
化
学
成
分

（ Ｇ
Ｂ
／
Ｔ
３
０
９
８
．２
４
）

Ｉ
Ｓ
Ｏ
代
号

化
学
成
分
（
质
量
分
数
）ａ
／
％

Ｃ
Ｓｉ

Ｍ
ｎ

Ｐ
Ｓ

Ｃ
ｒ

Ｍ
ｏ

Ｎ
ｉ

Ｃ
ｕ

Ｎ
Ｎ
ｂ

Ｔ
ｉ

对
应
的
紧

固
件
组
别
ｂ

马
氏
体
不
锈
钢

４
０
２
１
４
２
０
０
０
Ｉ
０
．１
６
～
０
．２
５
１
．０
０

１
．５
０

０
．０
４
０

０
．０
３
０
１
２
．０
～
１
４
．０

—
—

—
—

—
—

Ｃ
Ｈ
０

４
０
２
８
４
２
０
０
０
Ｉ
０
．２
６
～
０
．３
５
１
．０
０

１
．５
０

０
．０
４
０

０
．０
３
０
１
２
．０
～
１
４
．０

—
—

—
—

—
—

Ｃ
Ｈ
１

４
０
５
７
４
３
１
０
０
Ｘ
０
．１
２
～
０
．２
２
１
．０
０

１
．５
０

０
．０
４
０

０
．０
３
０
１
５
．０
～
１
７
．０

—
１
．５
０
～
２
．５
０

—
—

—
—

Ｃ
Ｈ
２

４
９
２
３
４
２
２
７
７
Ｅ
ｃ
０
．１
８
～
０
．２
４
０
．５
０
０
．４
０
～
０
．９
０
０
．０
２
５

０
．０
１
５
１
１
．０
～
１
２
．５

０
．８
～
１
．２

０
．３
０
～
０
．８
０

—
—

—
—

Ｖ
或
Ｖ
Ｈ

１
．４
９
１
３
ｄ

０
．１
７
～
０
．２
３
０
．５
０
０
．４
０
～
０
．９
０
０
．０
２
５

０
．０
１
５
１
０
．０
～
１
１
．５
０
．５
０
～
０
．８
０
０
．２
０
～
０
．６
０

—
０
．０
５
～
０
．１
０
０
．２
５
～
０
．５
５

—
Ｖ
Ｗ

奥
氏
体
沉
淀
硬
化
不
锈
钢
和
镍
合
金

４
９
８
０
６
６
２
８
６
Ｘ
ｅ

０
．０
８

１
．０
０

２
．０
０

０
．０
４
０

０
．０
３
０
１
３
．５
～
１
６
．０

１
．０
～
１
．５

２
４
．０
～
２
７
．０

—
—

—
１
．９
０
～
２
．３
５

Ｓ
Ｄ

２
．４
９
５
２
ｆ

０
．０
４
～
０
．１
０
１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０
．０
１
５
１
８
．０
～
２
１
．０

—
≥
６
５

０
．２
０

—
—

１
．８
０
～
２
．７
０

Ｓ
Ｂ

２
．４
６
６
８
ｇ

０
．０
２
～
０
．０
８
０
．０
３
５

０
．０
３
５

０
．０
１
５

０
．０
１
５
１
７
．０
～
２
１
．０
２
．８
０
～
３
．３
０
５
０
．０
０
～
５
５
．０
０

０
．３
０

—
—

０
．６
０
～
１
．２
０

７
１
８

　
　
注
：
表
中
所
列
成
分
除
标
明
范
围
或
最
小
值
外
，
其
余
均
为
最
大
值
。

　
　
ａ
未
经
买
方
同
意
，
不
宜
将
未
规
定
的
元
素
加
入
钢
材
中
，
除
非
为
了
完
成
冶
炼
。
应
采
取
一
切
合
理
的
预
防
措
施
，
以
防
止
从
制
造
中
使
用
的
废
料
或
其
他
材
料
中
添
加
影
响
淬
透
性
、
机
械

性
能
和
适
用
性
的
元
素
。

　
　
ｂ
钢
的
组
别
与
Ｇ
Ｂ
／
Ｔ
３
０
９
８
．２
４
规
定
的
成
分
范
围
最
接
近
，
但
是
，
本
表
中
包
含
的
不
一
定
完
全
符
合
。

　
　
ｃ
此
外
，
钒
的
含
量
应
为
０
．２
５
％
～
０
．３
５
％
。

　
　
ｄ
化
学
成
分
与
Ｅ
Ｎ
１
０
２
６
９
一
致
：
此
外
，
铝
含
量
应
≤
０
．０
２
０
％
，
钒
含
量
应
为
０
．１
０
％
～
０
．３
０
％
，
硼
含
量
≤
０
．０
０
１
５
％
。

　
　
ｅ
此
外
，
铝
含
量
应
≤
０
．３
５
％
，
钒
含
量
应
为
０
．１
０
％
～
０
．５
０
％
，
硼
含
量
０
．０
０
１
％
～
０
．０
１
０
％
。

　
　
ｆ
化
学
成
分
与
Ｅ
Ｎ
１
０
２
６
９
一
致
：
此
外
，
铝
含
量
应
为
１
．０
０
％
～
１
．８
０
％
，
钴
含
量
应
≤
１
．０
０
％
，
铁
含
量
≤
１
．５
０
％
，
硼
含
量
≤
０
．０
０
８
％
。

　
　
ｇ
化
学
成
分
与
Ｅ
Ｎ
１
０
２
６
９
一
致
：
此
外
，
铝
含
量
应
为
０
．３
０
％
～
０
．７
０
％
，
钴
含
量
应
≤
１
．０
０
％
，
硼
含
量
０
．０
０
２
％
～
０
．０
０
６
％
，
铌
含
量
应
为
４
．７
０
％
～
５
．５
０
％
（
其
余
为
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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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Ａ给出了适用于紧固件，但未列入ＧＢ／Ｔ３０９８不锈钢紧固件机械性能系列标准中的不锈钢

材料，对这些材料，不能使用ＧＢ／Ｔ３０９８不锈钢紧固件机械性能系列标准中规定的标记制度。

６　耐应力腐蚀裂痕

奥氏体不锈钢Ａ１～Ａ５易发生应力腐蚀开裂。

使用双相钢，特别是Ｄ６和Ｄ８或高合金奥氏体Ａ８组别，可显著降低氯离子引起的应力腐蚀。

铁素体组别Ｆ１和马氏体组别通常具有良好的耐应力腐蚀开裂性能。

不锈钢结构构件在泳池中应力腐蚀开裂的具体情况可参见ＥＮ１３４５１１。在这种应用下唯一被推

荐可以使用的紧固件组别为Ａ８。

７　耐点蚀和缝隙腐蚀

点蚀和缝隙腐蚀是局部形式的腐蚀，暴露于特定环境的结果，特别是含有氯化物的环境。在大多数

结构应用中，点蚀的程度是在表面的，对零件尺寸的影响可以忽略。然而，腐蚀物会给建筑物带来瑕疵。

对于输送管、管道和壳体结构，对点蚀应采用相对严格的要求。如果存在已知点蚀危险，则要求使用含

Ｍｏ不锈钢。

抗点蚀当量（ＰＲＥＮ）是比较不同类型不锈钢耐点蚀性和耐缝隙腐蚀性能的理论方法。

警告：犘犚犈犖（犘犚犈）数一般用于不同组别的分类和比较。但是不能用来预测某一特定组别是否适

用于可能存在点蚀危险的特定应用。

计算时通常要考虑Ｃｒ、Ｍｏ和Ｎ的含量，按式（１）计算：

ＰＲＥＮ＝狑Ｃｒ＋３．３狑Ｍｏ＋１６狑Ｎ ……………………（１）

式中：

狑———质量分数，用％表示（例如，如果不锈钢含有１８“重量”百分比的Ｃｒ，则狑Ｃｒ＝１８）。

当在含钨超级双相钢中，钨也被包括在钼评级因子中以确认其对点蚀的影响，对于１．４５０１型，按

式（２）调整为：

ＰＲＥＮ＝狑Ｃｒ＋３．３（狑Ｍｏ＋０．５狑Ｗ）＋１６狑Ｎ ………………（２）

式中：

狑———质量分数，用％表示。

　　注：耐点蚀性随着硫、磷含量增加而急剧降低。

８　晶间腐蚀

由热镦制造的紧固件（或如果发生焊接）可能对晶间腐蚀敏感。当同时具备下列三个条件时可能会

发生晶间腐蚀：制造中不适当的温度、碳含量高于０．０３％和潮湿或腐蚀应用环境。

当存在晶间腐蚀风险时，推荐使用下列不锈钢组别：

———Ａ３或Ａ５，稳定型；

———Ａ２或Ａ４，碳含量不超过０．０３０％；

———Ａ８；

———所有双相（奥氏体铁素体）不锈钢组别。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按照ＧＢ／Ｔ４３３４—２０２０进行测试。

图１给出不同碳含量Ａ２组别奥氏体不锈钢在温度区间５５０℃～９２５℃，发生晶间腐蚀前的大概

时间。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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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含量越低，耐晶间腐蚀能力会提高。

晶间腐蚀风险存在于曲线右侧区域。

　　说明：

犡 ———时间，ｍｉｎ；

犢 ———温度，℃。

图１　犃２组别奥氏体不锈钢的晶间腐蚀时间温度曲线

图１中，碳含量０．０８％的Ａ２组别不锈钢，在８００℃环境下３０ｓ可能导致脆化（这种情况尤其发生

在进行焊接作业时）。

图２所示为碳含量０．０３６％不锈钢４３０１３０４００Ｉ的晶间腐蚀结果，晶间腐蚀试验按ＧＢ／Ｔ４３３４—

２０２０方法Ｅ，在６５０℃退火处理２ｈ后进行。

图２　碳含量０．０３６％不锈钢４３０１３０４００犐晶间腐蚀

９　对形成金属间化合物的敏感性

双相不锈钢在温度范围３００℃～９５０℃（５７５°Ｆ～１７５０°Ｆ）易形成化合物，如碳化物、氮化物、ｓｉｇｍａ

相（σ相）和其他金属间化合物相。这些相的存在可能会削弱耐腐蚀性和机械性能。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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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热处理可最小化或避免这些有害相。快速冷却可最大程度地防止热量释放过程中有害相的

形成。符合化学和机械性能要求的产品不一定表明没有有害相。

用这些组别材料热锻生产的紧固件，可通过以下方法之一确定没有大量存在这些会影响产品使用

的有害相。

———ＧＢ／Ｔ３０９８．１中规定的Ｖ形缺口夏比冲击试验；

———ＡＳＴＭＡ９２３检测奥氏体铁素体双相不锈钢有害金属间相的标准试验方法；

———ＡＳＴＭＡ１０８４检测奥氏体铁素体低双相不锈钢有害金属间相的标准试验方法；

———ＡＳＴＭＧ４８使用氯化铁溶液测定不锈钢和合金钢耐点蚀和缝隙腐蚀的试验方法。

１０　不锈钢磁导率性能

材料的磁导率与其受永久磁铁吸引或磁场影响的能力有关。

铁素体不锈钢、马氏体不锈钢、双相不锈钢和非奥氏体沉淀硬化不锈钢通常被归类为“磁性”不锈

钢，因为它们对磁场有很强的响应（或拉力），例如手持式磁铁。

相比之下，奥氏体不锈钢被归类为“非磁性”不锈钢，然而，在紧固件制造过程中的冷作硬化可能会

产生一些剩磁。这些剩磁可以通过特定的热处理过程予以降低。

在某些应用中，需要使用磁导率很低的不锈钢。通常会规定顺磁性材料的最低相对磁导率趋于１．０

（即：材料的磁响应与“自由空间”———没有重力场和电磁场的空间或完全真空一样）。

低磁导率应用的最佳奥氏体不锈钢类型是具有高奥氏体稳定性的不锈钢，在退火或冷作硬化条件

下都具有低的磁导率。例如，含氮钢如４３１１３０４５３Ｉ（Ａ２Ｌ）和４４０６３１６５３Ｉ（Ａ４Ｌ）或高镍钢如１．４８４５

（参见附录Ａ）被认为是合适的。当要求特殊非磁性性能时，签订供需协议前应咨询不锈钢材料专家。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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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附
　
录
　
犃

（
资
料
性
附
录
）

紧
固
件
用
不
锈
钢
的
常
用
牌
号

　
　
按
照
Ｇ
Ｂ
／
Ｔ
３
０
９
８
中
不
锈
钢
机
械
性
能
系
列
标
准
，
本
部
分
规
定
了
用
于
制
造
紧
固
件
的
不
同
组
别
不
锈
钢
和
镍
合
金
材
料
的
化
学
成
分
范
围
。
表
Ａ
．１
和
表
Ａ
．２

中
材
料
没
有
完
全
涵
盖
紧
固
件
用
不
锈
钢
和
镍
合
金
组
别
。
表
１
和
表
２
给
出
了
最
常
见
组
别
不
锈
钢
的
化
学
成
分
。

表
Ａ
．１
、
表
Ａ
．２
分
别
给
出
奥
氏
体
不
锈
钢
和
镍
合
金
、
铁
素
体
不
锈
钢
、
马
氏
体
不
锈
钢
和
双
相
钢
在
国
际
和
国
家
标
准
体
系
中
常
用
牌
号
的
信
息
，
包
括
可
用
于
特

殊
应
用
的
不
锈
钢
，
如
冷
镦
用
不
锈
钢
或
用
于
高
耐
腐
蚀
紧
固
件
的
不
锈
钢
组
别
。

表
１
～
表
３
中
已
包
含
的
代
号
以
黑
体
字
显
示
。 表
犃
．１
　
冷
镦
紧
固
件
用
主
要
不
锈
钢
常
用
牌
号
—
奥
氏
体
等
级
犪

类
别

组
别
ｂ
Ｉ
Ｓ
Ｏ
１
５
５
１
０
代
号

欧
洲
材
料

代
号

牌
号

Ａ
Ｓ
Ｔ
Ｍ

标
准
中
代
号

美
国
常
用

牌
号

Ｇ
Ｂ
／
Ｔ
３
０
９
８
系
列

标
准
中
位
置

Ｇ
Ｂ
／
Ｔ
２
０
８
７
８
中
代
号

相
关
标
准

加
硫

奥
氏
体

Ａ
１

４
３
０
５
３
０
３
０
０
犐

１
．４
３
０
５

Ｘ
８
Ｃ
ｒ
Ｎ
ｉＳ
１
８
９

Ｓ
３
０
３
０
０

３
０
３

第
５
章
，
表
１

Ｓ
３
０
３
１
７

Ａ
Ｓ
Ｔ
Ｍ
Ａ
９
５
９
， Ｅ
Ｎ
１
０
０
８
８
３

Ａ
１

４
５
７
０
３
０
３
３
１
Ｉ

１
．４
５
７
０

Ｘ
６
Ｃ
ｒ
Ｎ
ｉ
Ｃ
ｕ
Ｓ
１
８
９
２

Ｓ
３
０
３
３
１

３
０
３
Ｃ
ｕ

Ｇ
Ｂ
／
Ｔ
３
０
９
８
．６

Ｇ
Ｂ
／
Ｔ
３
０
９
８
．１
５

—
Ｅ
Ｎ
１
０
０
８
８
３

一
般
用
途

奥
氏
体

Ａ
２
Ｌ

４
３
０
７
３
０
４
０
３
犐

１
．４
３
０
７

Ｘ
２
Ｃ
ｒ
Ｎ
ｉ１
８
９

Ｓ
３
０
４
０
３

３
０
４
Ｌ

第
５
章
，
表
１

Ｓ
３
０
４
０
３

Ａ
Ｓ
Ｔ
Ｍ
Ａ
９
５
９
， Ｅ
Ｎ
１
０
０
８
８
３
，

Ｅ
Ｎ
１
０
２
６
３
５
， Ｅ
Ｎ
１
０
２
６
９

Ａ
２
Ｌ

４
３
０
６
３
０
４
０
３
Ｉ

１
．４
３
０
６

Ｘ
２
Ｃ
ｒ
Ｎ
ｉ１
９
１
１

Ｓ
３
０
４
０
３

３
０
４
Ｌ

Ｇ
Ｂ
／
Ｔ
３
０
９
８
．６

Ｇ
Ｂ
／
Ｔ
３
０
９
８
．１
５

Ｓ
３
０
４
０
３

Ａ
Ｓ
Ｔ
Ｍ
Ａ
９
５
９
， Ｅ
Ｎ
１
０
０
８
８
３
，

Ｅ
Ｎ
１
０
２
６
３
５

Ａ
２
Ｌ

４
３
１
１
３
０
４
５
３
犐

１
．４
３
１
１

Ｘ
２
Ｃ
ｒ
Ｎ
ｉ
Ｎ
１
８
９

Ｓ
３
０
４
５
３

３
０
４
Ｌ
Ｎ

第
５
章
，
表
１

Ｓ
３
０
４
５
３

Ａ
Ｓ
Ｔ
Ｍ
Ａ
９
５
９
， Ｅ
Ｎ
１
０
０
８
８
３

Ａ
２

４
３
０
１
３
０
４
０
０
犐

１
．４
３
０
１

Ｘ
５
Ｃ
ｒ
Ｎ
ｉ１
８
１
０

Ｓ
３
０
４
０
０

３
０
４

第
５
章
，
表
１

Ｓ
３
０
４
０
８

Ａ
Ｓ
Ｔ
Ｍ
Ａ
９
５
９
， Ｅ
Ｎ
１
０
０
８
８
３
，

Ｅ
Ｎ
１
０
２
６
３
５
， Ｅ
Ｎ
１
０
２
６
９

Ａ
２

４
５
６
７
３
０
４
３
０
Ｉ

１
．４
５
６
７
ｃ

Ｘ
３
Ｃ
ｒ
Ｎ
ｉ
Ｃ
ｕ
１
８
９
４

Ｓ
３
０
４
３
０

３
０
４
Ｃ
ｕ

第
５
章
，
表
１

Ｓ
３
０
４
８
８

Ａ
Ｓ
Ｔ
Ｍ
Ａ
９
５
９
， Ｅ
Ｎ
１
０
０
８
８
３
，

Ｅ
Ｎ
１
０
２
６
３
５
， Ｅ
Ｎ
１
０
２
６
９

Ａ
２

４
５
６
０
３
０
４
７
５
Ｅ

１
．４
５
６
０

Ｘ
３
Ｃ
ｒ
Ｎ
ｉ
Ｃ
ｕ
１
９
９
２

—
３
０
４
Ｃ
ｕ

Ｇ
Ｂ
／
Ｔ
３
０
９
８
．６

Ｇ
Ｂ
／
Ｔ
３
０
９
８
．１
５

—
Ｅ
Ｎ
１
０
０
８
８
３
， Ｅ
Ｎ
１
０
２
６
３
５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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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表
犃
．１
（
续
）

类
别

组
别
ｂ
Ｉ
Ｓ
Ｏ
１
５
５
１
０
代
号

欧
洲
材
料

代
号

牌
号

Ａ
Ｓ
Ｔ
Ｍ

标
准
中
代
号

美
国
常
用

牌
号

Ｇ
Ｂ
／
Ｔ
３
０
９
８
系
列

标
准
中
位
置

Ｇ
Ｂ
／
Ｔ
２
０
８
７
８
中
代
号

相
关
标
准

一
般
用
途

奥
氏
体

Ａ
２

４
３
０
３
３
０
５
０
０
Ｉ

１
．４
３
０
３

Ｘ
４
Ｃ
ｒ
Ｎ
ｉ１
８
１
２

Ｓ
３
０
５
０
０

３
０
５

Ｇ
Ｂ
／
Ｔ
３
０
９
８
．６

Ｇ
Ｂ
／
Ｔ
３
０
９
８
．１
５

Ｓ
３
０
５
１
０

Ａ
Ｓ
Ｔ
Ｍ
Ａ
９
５
９
， Ｅ
Ｎ
１
０
０
８
８
３
，

Ｅ
Ｎ
１
０
２
６
３
５
， Ｅ
Ｎ
１
０
２
６
９

Ａ
３

４
５
５
０
３
４
７
０
０
犐

１
．４
５
５
０

Ｘ
６
Ｃ
ｒ
Ｎ
ｉ
Ｎ
ｂ
１
８
１
０

Ｓ
３
４
７
０
０

３
４
７

第
５
章
，
表
１

Ｓ
３
４
７
７
８

Ｅ
Ｎ
１
０
０
８
８
１

Ａ
３

４
５
４
１
３
２
１
０
０
犐

１
．４
５
４
１

Ｘ
６
Ｃ
ｒ
Ｎ
ｉ
Ｔ
ｉ１
８
１
０

Ｓ
３
２
１
０
０

３
２
１

第
５
章
，
表
１

Ｓ
３
２
１
６
８

Ａ
Ｓ
Ｔ
Ｍ
Ａ
９
５
９
， Ｅ
Ｎ
１
０
０
８
８
３
，

Ｅ
Ｎ
１
０
２
６
３
５

ｄ
４
６
１
５
—
２
０
１
７
５
Ｅ

１
．４
６
１
５

Ｘ
３
Ｃ
ｒ
Ｍ
ｎ
Ｎ
ｉ
Ｃ
ｕ
１
５
８
５
３

—
２
０
１
Ｃ
ｕ

—
—

Ｅ
Ｎ
１
０
０
８
８
３

ｄ
４
３
１
０
３
０
１
０
０
Ｉ

１
．４
３
１
０

Ｘ
１
０
Ｃ
ｒ
Ｎ
ｉ１
８
８

Ｓ
３
０
１
０
０

３
０
１

—
Ｓ
３
０
１
１
０

Ａ
Ｓ
Ｔ
Ｍ
Ａ
９
５
９
， Ｅ
Ｎ
１
０
０
８
８
３
，

Ｅ
Ｎ
１
０
２
６
３
５

含
钼

奥
氏
体

Ａ
４

４
４
０
１
３
１
６
０
０
犐

１
．４
４
０
１

Ｘ
５
Ｃ
ｒ
Ｎ
ｉ
Ｍ
ｏ
１
７
１
２
２

Ｓ
３
１
６
０
０

３
１
６

第
５
章
，
表
１

Ｓ
３
１
６
０
８

Ａ
Ｓ
Ｔ
Ｍ
Ａ
９
５
９
， Ｅ
Ｎ
１
０
０
８
８
３
，

Ｅ
Ｎ
１
０
２
６
３
５
， Ｅ
Ｎ
１
０
２
６
９

Ａ
４
Ｌ

４
４
０
４
３
１
６
０
３
犐

１
．４
４
０
４

Ｘ
２
Ｃ
ｒ
Ｎ
ｉ
Ｍ
ｏ
１
７
１
２
２

Ｓ
３
１
６
０
３

３
１
６
Ｌ

第
５
章
，
表
１

Ｓ
３
１
６
０
３

Ａ
Ｓ
Ｔ
Ｍ
Ａ
９
５
９
， Ｅ
Ｎ
１
０
０
８
８
３
，

Ｅ
Ｎ
１
０
２
６
３
５
， Ｅ
Ｎ
１
０
２
６
９

Ａ
４
Ｌ

４
４
０
６
３
１
６
５
３
犐

１
．４
４
０
６

Ｘ
２
Ｃ
ｒ
Ｎ
ｉ
Ｍ
ｏ
Ｎ
１
７
１
１
２

Ｓ
３
１
６
５
３

３
１
６
Ｌ
Ｎ

第
５
章
，
表
１

Ｓ
３
１
６
５
３

Ａ
Ｓ
Ｔ
Ｍ
Ａ
９
５
９
， Ｅ
Ｎ
１
０
０
８
８
３

Ａ
４
Ｌ

４
４
３
２
３
１
６
０
３
Ｉ

１
．４
４
３
２

Ｘ
２
Ｃ
ｒ
Ｎ
ｉ
Ｍ
ｏ
１
７
１
２
３

Ｓ
３
１
６
０
３

３
１
６
Ｌ

Ｇ
Ｂ
／
Ｔ
３
０
９
８
．６

Ｇ
Ｂ
／
Ｔ
３
０
９
８
．１
５

Ｓ
３
１
６
０
３

Ａ
Ｓ
Ｔ
Ｍ
Ａ
９
５
９
， Ｅ
Ｎ
１
０
０
８
８
１
，

Ｅ
Ｎ
１
０
２
６
３
５

Ａ
４
Ｌ

４
４
３
５
３
１
６
９
１
Ｉ

１
．４
４
３
５

Ｘ
２
Ｃ
ｒ
Ｎ
ｉ
Ｍ
ｏ
１
８
１
４
３

Ｓ
３
１
６
０
３

３
１
６
Ｌ

Ｇ
Ｂ
／
Ｔ
３
０
９
８
．６

Ｇ
Ｂ
／
Ｔ
３
０
９
８
．１
５

Ｓ
３
１
６
０
３

Ａ
Ｓ
Ｔ
Ｍ
Ａ
９
５
９
， Ｅ
Ｎ
１
０
０
８
８
３

Ａ
４

４
４
３
６
３
１
６
０
０
Ｉ

１
．４
４
３
６

Ｘ
３
Ｃ
ｒ
Ｎ
ｉ
Ｍ
ｏ
１
７
１
３
３

Ｓ
３
１
６
０
０

３
１
６

Ｇ
Ｂ
／
Ｔ
３
０
９
８
．６

Ｇ
Ｂ
／
Ｔ
３
０
９
８
．１
５

Ｓ
３
１
６
０
８

Ｇ
Ｂ
／
Ｔ
２
０
８
７
８
， Ａ
Ｓ
Ｔ
Ｍ
Ａ
９
５
９
，

Ｅ
Ｎ
１
０
０
８
８
３
，
Ｅ
Ｎ
１
０
２
６
３
５

Ａ
４

４
５
７
８
３
１
６
７
６
犈

１
．４
５
７
８

Ｘ
３
Ｃ
ｒ
Ｎ
ｉ
Ｃ
ｕ
Ｍ
ｏ
１
７
１
１
３
２

—
—

第
５
章
，
表
１

—
Ｅ
Ｎ
１
０
０
８
８
３
，
Ｅ
Ｎ
１
０
２
６
３
５

Ａ
５

４
５
７
１
３
１
６
３
５
犐

１
．４
５
７
１

Ｘ
６
Ｃ
ｒ
Ｎ
ｉ
Ｍ
ｏ
Ｔ
ｉ１
７
１
２
２

Ｓ
３
１
６
３
５

３
１
６
Ｔ
ｉ

第
５
章
，
表
１

Ｓ
３
１
６
６
８

Ａ
Ｓ
Ｔ
Ｍ
Ａ
９
５
９
， Ｅ
Ｎ
１
０
０
８
８
３
，

Ｅ
Ｎ
１
０
２
６
３
５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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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犃
．１
（
续
）

类
别

组
别
ｂ
Ｉ
Ｓ
Ｏ
１
５
５
１
０
代
号

欧
洲
材
料

代
号

牌
号

Ａ
Ｓ
Ｔ
Ｍ

标
准
中
代
号

美
国
常
用

牌
号

Ｇ
Ｂ
／
Ｔ
３
０
９
８
系
列

标
准
中
位
置

Ｇ
Ｂ
／
Ｔ
２
０
８
７
８
中
代
号

相
关
标
准

高
钼
超
级

奥
氏
体

Ａ
８

４
４
７
８
０
８
３
６
７
犝

１
．４
４
７
８

Ｘ
２
Ｎ
ｉ
Ｃ
ｒ
Ｍ
ｏ
Ｎ
２
５
２
１
７

Ｎ
０
８
３
６
７

—
第
５
章
，
表
１

—
Ａ
Ｓ
Ｔ
Ｍ
Ａ
９
５
９
， Ｅ
Ｎ
１
０
０
８
８
１

Ａ
８

４
５
２
９
０
８
９
２
６
犐

１
．４
５
２
９

Ｘ
１
Ｎ
ｉ
Ｃ
ｒ
Ｍ
ｏ
Ｃ
ｕ
Ｎ
２
５
２
０
７
Ｎ
０
８
９
２
６

９
２
６

第
５
章
，
表
１

—
Ａ
Ｓ
Ｔ
Ｍ
Ａ
９
５
９
， Ｅ
Ｎ
１
０
０
８
８
１

Ａ
８

４
５
４
７
３
１
２
５
４
犐

１
．４
５
４
７

Ｘ
１
Ｃ
ｒ
Ｎ
ｉ
Ｍ
ｏ
Ｃ
ｕ
Ｎ
２
０
１
８
７
Ｓ
３
１
２
５
４

Ｆ
４
４

第
５
章
，
表
１

Ｓ
３
１
２
５
２

Ａ
Ｓ
Ｔ
Ｍ
Ａ
９
５
９
， Ｅ
Ｎ
１
０
０
８
８
１

特
殊
用
途

高
合
金

奥
氏
体

Ｓ
Ｄ
ｅ
， ｆ

４
９
８
０
６
６
２
８
６
犡

１
．４
９
８
０

Ｘ
６
Ｎ
ｉＣ
ｒ
Ｔ
ｉ
Ｍ
ｏ
Ｖ
Ｂ
２
５
１
５
２
Ｓ
６
６
２
８
６

Ａ
２
８
６

合
金
６
６
０

Ｇ
Ｂ
／
Ｔ
３
０
９
８
．８

Ｇ
Ｂ
／
Ｔ
３
０
９
８
．２
４

第
５
章
，
表
３

Ｓ
５
１
５
２
５

Ｇ
Ｈ
２
１
３
２

（ Ｇ
Ｂ
／
Ｔ
１
４
９
９
２
）

Ａ
Ｓ
Ｔ
Ｍ
Ａ
９
５
９
， Ｅ
Ｎ
１
０
０
８
８
３
，

Ｅ
Ｎ
１
０
２
６
９
， Ｄ
Ｉ
Ｎ
２
６
７
１
３

Ｓ
ｅ

—
１
．４
９
８
６

Ｘ
７
Ｃ
ｒ
Ｎ
ｉ
Ｍ
ｏ
Ｂ
Ｎ
ｂ
１
６
１
６

—
—

Ｇ
Ｂ
／
Ｔ
３
０
９
８
．８

—
Ｅ
Ｎ
１
０
０
８
８
１
，
Ｅ
Ｎ
１
０
２
６
９
，

Ｄ
Ｉ
Ｎ
２
６
７
１
３

ｄ
４
５
３
９
０
８
９
０
４
Ｉ

１
．４
５
３
９

Ｘ
１
Ｎ
ｉ
Ｃ
ｒ
Ｍ
ｏ
Ｃ
ｕ
２
５
２
０
５

Ｎ
０
８
９
０
４

９
０
４
Ｌ

—
Ｓ
３
９
０
４
２

Ａ
Ｓ
Ｔ
Ｍ
Ａ
９
５
９
， Ｅ
Ｎ
１
０
０
８
８
３

ｄ
４
８
４
１
３
１
４
０
０
Ｅ

１
．４
８
４
１

Ｘ
１
５
Ｃ
ｒ
Ｎ
ｉＳ
ｉ２
５
２
１

Ｓ
３
１
４
０
０

３
１
４

—
—

Ａ
Ｓ
Ｔ
Ｍ
Ａ
９
５
９
， Ｅ
Ｎ
１
０
０
８
８
１

ｄ
４
８
２
８
３
０
５
０
９
Ｉ

１
．４
８
２
８

Ｘ
１
５
Ｃ
ｒ
Ｎ
ｉＳ
ｉ２
０
１
２

—
—

—
—

Ａ
Ｓ
Ｔ
Ｍ
Ａ
９
５
９
， Ｅ
Ｎ
１
０
０
８
８
１

ｄ
４
８
４
５
３
１
０
０
８
Ｅ

１
．４
８
４
５

Ｘ
８
Ｃ
ｒ
Ｎ
ｉ２
５
２
１

Ｓ
３
１
０
０
８

３
１
０
Ｓ

—
Ｓ
３
１
０
０
８

Ａ
Ｓ
Ｔ
Ｍ
Ａ
９
５
９
， Ｅ
Ｎ
１
０
０
８
８
１

高
锰
超
级

奥
氏
体

ｄ
４
０
２
０
２
４
１
０
０
Ｘ

１
．４
０
２
０

Ｘ
１
３
Ｃ
ｒ
Ｍ
ｎ
Ｎ
ｉ
Ｎ
１
８
１
３
２

Ｓ
２
４
１
０
０

Ｘ
Ｍ
２
８

—
—

Ａ
Ｓ
Ｔ
Ｍ
Ａ
９
５
９
， Ｅ
Ｎ
１
０
０
８
８
３

ｄ
４
３
７
８
２
４
０
０
０
Ｘ

１
．４
３
７
８

Ｘ
６
Ｃ
ｒ
Ｍ
ｎ
Ｎ
ｉ
Ｎ
１
８
１
３
３

Ｓ
２
４
０
０
０

Ｘ
Ｍ
２
９

—
—

Ａ
Ｓ
Ｔ
Ｍ
Ａ
９
５
９
， Ｅ
Ｎ
１
０
０
８
８
３

高
镍
超
级

奥
氏
体

Ｓ
Ｂ
ｅ
， ｆ

—
２
．４
９
５
２

Ｎ
ｉ
Ｃ
ｒ２
０
Ｔ
ｉ
Ａ
ｌ

Ｎ
０
７
０
８
０

合
金
８
０
Ａ

Ｇ
Ｂ
／
Ｔ
３
０
９
８
．２
４

Ｇ
Ｈ
４
０
８
０
Ａ

（ Ｇ
Ｂ
／
Ｔ
１
４
９
９
２
）

Ａ
Ｓ
Ｔ
Ｍ
Ｂ
６
３
７
，
Ｅ
Ｎ
１
０
２
６
９
，

Ｄ
Ｉ
Ｎ
２
６
７
１
３

７
１
８
ｆ

—
２
．４
６
６
８

Ｎ
ｉ
Ｃ
ｒ１
９
Ｎ
ｂ
Ｍ
ｏ

Ｎ
０
７
７
１
８

合
金
７
１
８

Ｇ
Ｂ
／
Ｔ
３
０
９
８
．２
４

Ｇ
Ｈ
４
１
６
９

（ Ｇ
Ｂ
／
Ｔ
１
４
９
９
２
）

Ａ
Ｓ
Ｔ
Ｍ
Ｂ
６
３
７
，
Ｅ
Ｎ
１
０
２
６
９
，

Ｄ
Ｉ
Ｎ
２
６
７
１
３

　
　
ａ
各
种
标
准
的
组
成
之
间
没
有
确
切
的
对
应
关
系
，
但
多
数
重
叠
。

ｂ
组
别
符
合
Ｇ
Ｂ
／
Ｔ
３
０
９
８
中
不
锈
钢
机
械
性
能
系
列
标
准
规
定
。

ｃ
根
据
Ｅ
Ｎ
１
０
２
６
３
５
，
镍
最
低
含
量
通
常
为
８
％
。

ｄ
特
殊
等
级
，
在
Ｇ
Ｂ
／
Ｔ
３
０
９
８
．６
、 Ｇ
Ｂ
／
Ｔ
３
０
９
８
．１
５
或
Ｇ
Ｂ
／
Ｔ
３
０
９
８
．８
中
未
规
定
。

ｅ
代
号
符
合
Ｇ
Ｂ
／
Ｔ
３
０
９
８
．８
。

ｆ
由
Ｇ
Ｂ
／
Ｔ
３
０
９
８
．２
４
规
定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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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表
犃
．２
　
冷
镦
紧
固
件
用
主
要
不
锈
钢
常
用
牌
号
—
铁
素
体
、
马
氏
体
和
双
相
钢
等
级
犪

类
别

组
别
ｂ
Ｉ
Ｓ
Ｏ
１
５
５
１
０
代
号

欧
洲
材
料

代
号

牌
号

Ａ
Ｓ
Ｔ
Ｍ

标
准
中
代
号

美
国
常
用

牌
号

Ｇ
Ｂ
／
Ｔ
３
０
９
８
系
列

标
准
中
位
置

Ｇ
Ｂ
／
Ｔ
２
０
８
７
８
中
代
号

相
关
标
准

一
般
用
途

马
氏
体
钢

Ｃ
１

４
０
０
６
４
１
０
０
０
犐

１
．４
０
０
６

Ｘ
１
２
Ｃ
ｒ１
３

Ｓ
４
１
０
０
０

４
１
０

第
５
章
，
表
２

Ｓ
４
１
０
１
０

Ａ
Ｓ
Ｔ
Ｍ
Ａ
９
５
９
， Ｅ
Ｎ
１
０
０
８
８
３
，

Ｅ
Ｎ
１
０
２
６
３
５

Ｃ
１

４
０
０
０
４
１
０
０
８
Ｉ

１
．４
０
０
０

Ｘ
６
Ｃ
ｒ１
３

Ｓ
４
１
０
０
８

４
１
０
Ｓ

Ｇ
Ｂ
／
Ｔ
３
０
９
８
．６

Ｇ
Ｂ
／
Ｔ
３
０
９
８
．１
５

Ｓ
４
１
０
０
８

Ａ
Ｓ
Ｔ
Ｍ
Ａ
９
５
９
， Ｅ
Ｎ
１
０
０
８
８
３

Ｃ
１
，

Ｃ
Ｈ
０
ｃ

４
０
２
１
４
２
０
０
０
犐

１
．４
０
２
１

Ｘ
２
０
Ｃ
ｒ１
３

Ｓ
４
２
０
０
０

４
２
０

第
５
章
，
表
２

Ｇ
Ｂ
／
Ｔ
３
０
９
８
．６

Ｇ
Ｂ
／
Ｔ
３
０
９
８
．１
５

Ｇ
Ｂ
／
Ｔ
３
０
９
８
．２
４

Ｓ
４
２
０
２
０

Ａ
Ｓ
Ｔ
Ｍ
Ａ
９
５
９
， Ｅ
Ｎ
１
０
０
８
８
３

Ｃ
１
，

Ｃ
Ｈ
１
ｃ

４
０
２
８
４
２
０
０
０
犐

１
．４
０
２
８

Ｘ
３
０
Ｃ
ｒ１
３

Ｓ
４
２
０
０
０

４
２
０

第
５
章
，
表
２

Ｇ
Ｂ
／
Ｔ
３
０
９
８
．６

Ｇ
Ｂ
／
Ｔ
３
０
９
８
．１
５

Ｇ
Ｂ
／
Ｔ
３
０
９
８
．２
４

Ｓ
４
２
０
３
０

Ａ
Ｓ
Ｔ
Ｍ
Ａ
９
５
９
， Ｅ
Ｎ
１
０
０
８
８
３

Ｃ
１

４
０
３
４
４
２
０
０
０
Ｉ

１
．４
０
３
４

Ｘ
４
６
Ｃ
ｒ１
３

Ｓ
４
２
０
０
０

４
２
０

Ｇ
Ｂ
／
Ｔ
３
０
９
８
．６

Ｇ
Ｂ
／
Ｔ
３
０
９
８
．１
５

Ｓ
４
２
０
４
０

Ａ
Ｓ
Ｔ
Ｍ
Ａ
９
５
９
， Ｅ
Ｎ
１
０
０
８
８
３

ｄ
４
０
０
３
４
１
０
７
７
Ｉ

１
．４
０
０
３

Ｘ
２
Ｃ
ｒ
Ｎ
ｉ１
２

Ｓ
４
１
０
０
３

—
—

Ｓ
１
１
２
１
３

Ａ
Ｓ
Ｔ
Ｍ
Ａ
９
５
９
， Ｅ
Ｎ
１
０
０
８
８
１

Ｖ
Ｗ
ｃ
， ｅ

—
１
．４
９
１
３

Ｘ
１
９
Ｃ
ｒ
Ｍ
ｏ
Ｎ
ｂ
Ｖ
Ｎ
１
１
１

—
—

Ｇ
Ｂ
／
Ｔ
３
０
９
８
．８

Ｇ
Ｂ
／
Ｔ
３
０
９
８
．２
４

—
Ｅ
Ｎ
１
０
０
８
８
１
，
Ｅ
Ｎ
１
０
２
６
９
，

Ｄ
Ｉ
Ｎ
２
６
７
１
３

Ｖ
或

Ｖ
Ｈ
ｃ
， ｅ

４
９
２
３
４
２
２
７
７
犈

１
．４
９
２
３

Ｘ
２
２
Ｃ
ｒ
Ｍ
ｏ
Ｖ
１
２
１

—
—

第
５
章
，
表
３

Ｇ
Ｂ
／
Ｔ
３
０
９
８
．８

Ｇ
Ｂ
／
Ｔ
３
０
９
８
．２
４

—
Ｅ
Ｎ
１
０
０
８
８
１
， Ｅ
Ｎ
１
０
２
６
９
，

Ｄ
Ｉ
Ｎ
２
６
７
１
３

高
铬

马
氏
体

Ｃ
３
，

Ｃ
Ｈ
２
ｃ

４
０
５
７
４
３
１
０
０
犡

１
．４
０
５
７

Ｘ
１
７
Ｃ
ｒ
Ｎ
ｉ１
６
２

Ｓ
４
３
１
０
０

４
３
１

第
５
章
，
表
３

Ｇ
Ｂ
／
Ｔ
３
０
９
８
．２
４

Ｓ
４
３
１
２
０

Ａ
Ｓ
Ｔ
Ｍ
Ａ
９
５
９
， Ｅ
Ｎ
１
０
０
８
８
３

ｄ
４
５
４
２
１
７
４
０
０
Ｉ

１
．４
５
４
２
ｆ

Ｘ
５
Ｃ
ｒ
Ｎ
ｉ
Ｃ
ｕ
Ｎ
ｂ
１
６
４

Ｓ
１
７
４
０
０

１
７
４
Ｐ
Ｈ

—
Ｓ
５
１
７
４
０

Ａ
Ｓ
Ｔ
Ｍ
Ａ
９
５
９
， Ｅ
Ｎ
１
０
０
８
８
３

ｄ
４
４
１
８
４
３
１
７
７
Ｅ

１
．４
４
１
８

Ｘ
４
Ｃ
ｒ
Ｎ
ｉ
Ｍ
ｏ
１
６
５
１

—
—

—
—

Ｅ
Ｎ
１
０
０
８
８
３

ｄ
４
１
２
２
４
３
４
０
９
Ｉ

１
．４
１
２
２

Ｘ
３
９
Ｃ
ｒ
Ｍ
ｏ
１
７
１

—
—

—
—

Ｅ
Ｎ
１
０
０
８
８
３

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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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表
犃
．２
（
续
）

类
别

组
别
ｂ
Ｉ
Ｓ
Ｏ
１
５
５
１
０
代
号

欧
洲
材
料

代
号

牌
号

Ａ
Ｓ
Ｔ
Ｍ

标
准
中
代
号

美
国
常
用

牌
号

Ｇ
Ｂ
／
Ｔ
３
０
９
８
系
列

标
准
中
位
置

Ｇ
Ｂ
／
Ｔ
２
０
８
７
８
中
代
号

相
关
标
准

加
硫

马
氏
体

Ｃ
４

４
０
０
５
４
１
６
０
０
犐

１
．４
０
０
５

Ｘ
１
２
Ｃ
ｒ
Ｓ
１
３

Ｓ
４
１
６
０
０

４
１
６

第
５
章
，
表
２

Ｓ
４
１
６
１
７

Ａ
Ｓ
Ｔ
Ｍ
Ａ
９
５
９
， Ｅ
Ｎ
１
０
０
８
８
３

Ｃ
４

４
０
２
９
４
２
０
２
０
Ｉ

１
．４
０
２
９

Ｘ
２
９
Ｃ
ｒ
Ｓ
１
３

Ｓ
４
２
０
２
０

４
２
０
Ｆ

Ｇ
Ｂ
／
Ｔ
３
０
９
８
．６

Ｇ
Ｂ
／
Ｔ
３
０
９
８
．１
５

Ｓ
４
２
０
３
７

Ａ
Ｓ
Ｔ
Ｍ
Ａ
９
５
９
， Ｅ
Ｎ
１
０
０
８
８
３

铁
素
体

Ｆ
１

４
０
１
６
４
３
０
０
０
犐

１
．４
０
１
６

Ｘ
６
Ｃ
ｒ１
７

Ｓ
４
３
０
０
０

４
３
０

第
５
章
，
表
２

Ｓ
１
１
７
１
０

Ａ
Ｓ
Ｔ
Ｍ
Ａ
９
５
９
， Ｅ
Ｎ
１
０
０
８
８
３
，

Ｅ
Ｎ
１
０
２
６
３
５

Ｆ
１

４
５
１
１
４
３
０
７
１
Ｉ

１
．４
５
１
１

Ｘ
３
Ｃ
ｒ
Ｎ
ｂ
１
７

—
—

Ｇ
Ｂ
／
Ｔ
３
０
９
８
．６

Ｇ
Ｂ
／
Ｔ
３
０
９
８
．１
５

—
Ｅ
Ｎ
１
０
０
８
８
３

Ｆ
１

４
１
１
３
４
３
４
０
０
Ｉ

１
．４
１
１
３

Ｘ
６
Ｃ
ｒ
Ｍ
ｏ
１
７
１

Ｓ
４
３
４
０
０

４
３
４

Ｇ
Ｂ
／
Ｔ
３
０
９
８
．６

Ｇ
Ｂ
／
Ｔ
３
０
９
８
．１
５

Ｓ
１
１
７
９
０

Ａ
Ｓ
Ｔ
Ｍ
Ａ
９
５
９
， Ｅ
Ｎ
１
０
０
８
８
３
，

Ｅ
Ｎ
１
０
２
６
３
５

Ｆ
１

４
５
２
６
４
３
６
０
０
Ｉ

１
．４
５
２
６

Ｘ
６
Ｃ
ｒ
Ｍ
ｏ
Ｎ
ｂ
１
７
１

Ｓ
４
３
６
０
０

４
３
６

Ｇ
Ｂ
／
Ｔ
３
０
９
８
．６

Ｇ
Ｂ
／
Ｔ
３
０
９
８
．１
５

Ｓ
１
１
７
７
０

Ａ
Ｓ
Ｔ
Ｍ
Ａ
９
５
９
， Ｅ
Ｎ
１
０
０
８
８
３

Ｆ
１

４
５
０
９
４
３
９
４
０
Ｘ

１
．４
５
０
９

Ｘ
２
Ｃ
ｒ
Ｔ
ｉ
Ｎ
ｂ
１
８

Ｓ
４
３
９
４
０

４
４
１

Ｇ
Ｂ
／
Ｔ
３
０
９
８
．６
，

Ｇ
Ｂ
／
Ｔ
３
０
９
８
．１
５

Ｓ
１
１
８
７
３

Ａ
Ｓ
Ｔ
Ｍ
Ａ
９
５
９
， Ｅ
Ｎ
１
０
０
８
８
３

Ｆ
１

４
５
２
１
４
４
４
０
０
Ｉ

１
．４
５
２
１

Ｘ
２
Ｃ
ｒ
Ｍ
ｏ
Ｔ
ｉ１
８
２

Ｓ
４
４
４
０
０

４
４
４

Ｇ
Ｂ
／
Ｔ
３
０
９
８
．６
，

Ｇ
Ｂ
／
Ｔ
３
０
９
８
．１
５

Ｓ
１
１
９
７
２

Ａ
Ｓ
Ｔ
Ｍ
Ａ
９
５
９
， Ｅ
Ｎ
１
０
０
８
８
２

加
硫

铁
素
体

ｄ
４
０
０
４
４
３
０
２
０
Ｉ

１
．４
０
０
４

Ｘ
７
Ｃ
ｒ
Ｓ
１
７

Ｓ
４
３
０
２
０

４
３
０
Ｆ

—
Ｓ
１
１
７
１
７

Ａ
Ｓ
Ｔ
Ｍ
Ａ
９
５
９
， Ｅ
Ｎ
１
０
０
８
８
１

ｄ
４
０
１
９
４
３
０
２
０
Ｉ

１
．４
１
０
４

Ｘ
１
４
Ｃ
ｒ
Ｍ
ｏ
Ｓ
１
７

Ｓ
４
３
０
２
０

４
３
０
Ｆ

—
—

Ａ
Ｓ
Ｔ
Ｍ
Ａ
９
５
９
， Ｅ
Ｎ
１
０
０
８
８
３

双
相
钢

Ｄ
２
ｇ

４
４
８
２
３
２
０
０
１
犡

１
．４
４
８
２
ｈ
Ｘ
２
Ｃ
ｒ
Ｍ
ｎ
Ｎ
ｉ
Ｍ
ｏ
Ｎ
２
１
５
３

Ｓ
３
２
０
０
１

２
０
０
１

第
５
章
，
表
２
，

Ｇ
Ｂ
／
Ｔ
３
０
９
８
．６
，

Ｇ
Ｂ
／
Ｔ
３
０
９
８
．１
５

—
Ａ
Ｓ
Ｔ
Ｍ
Ａ
９
５
９
， Ｅ
Ｎ
１
０
０
８
８
３

Ｄ
２
ｇ

４
３
６
２
３
２
３
０
４
犐

１
．４
３
６
２
ｈ

Ｘ
２
Ｃ
ｒ
Ｎ
ｉ
Ｎ
２
３
４

Ｓ
３
２
３
０
４

２
３
０
４

第
５
章
，
表
２
，

Ｇ
Ｂ
／
Ｔ
３
０
９
８
．６
，

Ｇ
Ｂ
／
Ｔ
３
０
９
８
．１
５

—
Ａ
Ｓ
Ｔ
Ｍ
Ａ
９
５
９
， Ｅ
Ｎ
１
０
０
８
８
３

Ｄ
４

４
１
６
２
３
２
１
０
１
犈

１
．４
１
６
２
ｈ

Ｘ
２
Ｃ
ｒ
Ｍ
ｎ
Ｎ
ｉ
Ｎ
２
１
５
１

Ｓ
３
２
１
０
１

２
１
０
１

第
５
章
，
表
２
，

Ｇ
Ｂ
／
Ｔ
３
０
９
８
．６
，

Ｇ
Ｂ
／
Ｔ
３
０
９
８
．１
５

Ｓ
２
３
０
４
３

Ａ
Ｓ
Ｔ
Ｍ
Ａ
９
５
９
， Ｅ
Ｎ
１
０
０
８
８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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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表
犃
．２
（
续
）

类
别

组
别
ｂ
Ｉ
Ｓ
Ｏ
１
５
５
１
０
代
号

欧
洲
材
料

代
号

牌
号

Ａ
Ｓ
Ｔ
Ｍ

标
准
中
代
号

美
国
常
用

牌
号

Ｇ
Ｂ
／
Ｔ
３
０
９
８
系
列

标
准
中
位
置

Ｇ
Ｂ
／
Ｔ
２
０
８
７
８
中
代
号

相
关
标
准

双
相
钢

Ｄ
４

４
０
６
２
３
２
２
０
２
犝

１
．４
０
６
２
ｈ

Ｘ
２
Ｃ
ｒ
Ｎ
ｉ
Ｎ
２
２
２

Ｓ
３
２
２
０
２

２
２
０
２

第
５
章
，
表
２
，

Ｇ
Ｂ
／
Ｔ
３
０
９
８
．６
，

Ｇ
Ｂ
／
Ｔ
３
０
９
８
．１
５

—
Ａ
Ｓ
Ｔ
Ｍ
Ａ
９
５
９
， Ｅ
Ｎ
１
０
０
８
８
３

Ｄ
６

４
４
６
２
３
１
８
０
３
犐

１
．４
４
６
２

Ｘ
２
Ｃ
ｒ
Ｎ
ｉ
Ｍ
ｏ
Ｎ
２
２
５
３

Ｓ
３
１
８
０
３

Ｓ
３
２
２
０
５
１
８
０
３
，
２
２
０
５

第
５
章
，
表
２
，

Ｇ
Ｂ
／
Ｔ
３
０
９
８
．６
，

Ｇ
Ｂ
／
Ｔ
３
０
９
８
．１
５

Ｓ
２
２
０
５
３

Ａ
Ｓ
Ｔ
Ｍ
Ａ
９
５
９
， Ｅ
Ｎ
１
０
０
８
８
３
，

Ｅ
Ｎ
１
０
２
６
３
５

Ｄ
６

４
４
８
１
３
１
２
６
０
犑

１
．４
４
８
１

Ｘ
２
Ｃ
ｒ
Ｎ
ｉ
Ｍ
ｏ
Ｎ
２
５
７
３

Ｓ
３
１
２
６
０
Ｓ
Ｕ
Ｓ
３
２
９
Ｊ４
Ｌｉ

第
５
章
，
表
２
，

Ｇ
Ｂ
／
Ｔ
３
０
９
８
．６
，

Ｇ
Ｂ
／
Ｔ
３
０
９
８
．１
５

Ｓ
２
２
５
８
３

Ａ
Ｓ
Ｔ
Ｍ
Ａ
９
５
９
， Ｅ
Ｎ
１
０
０
８
８
１

Ｄ
８

４
４
１
０
３
２
７
５
０
犈

１
．４
４
１
０

Ｘ
２
Ｃ
ｒ
Ｎ
ｉ
Ｍ
ｏ
Ｎ
２
５
７
４

Ｓ
３
２
７
５
０

２
５
０
７

第
５
章
，
表
２
，

Ｇ
Ｂ
／
Ｔ
３
０
９
８
．６
，

Ｇ
Ｂ
／
Ｔ
３
０
９
８
．１
５

Ｓ
２
５
０
７
３

Ａ
Ｓ
Ｔ
Ｍ
Ａ
９
５
９
， Ｅ
Ｎ
１
０
０
８
８
３

Ｄ
８

４
５
０
１
３
２
７
６
０
犐

１
．４
５
０
１

Ｘ
２
Ｃ
ｒ
Ｎ
ｉ
Ｍ
ｏ
Ｃ
ｕ
Ｗ
Ｎ
２
５
７
４
Ｓ
３
２
７
６
０

—

第
５
章
，
表
２
，

Ｇ
Ｂ
／
Ｔ
３
０
９
８
．６
，

Ｇ
Ｂ
／
Ｔ
３
０
９
８
．１
５

Ｓ
２
７
６
０
３

Ａ
Ｓ
Ｔ
Ｍ
Ａ
９
５
９
， Ｅ
Ｎ
１
０
０
８
８
３

Ｄ
８

４
５
０
７
３
２
５
２
０
犐

１
．４
５
０
７

Ｘ
２
Ｃ
ｒ
Ｎ
ｉ
Ｍ
ｏ
Ｃ
ｕ
Ｎ
２
５
６
３

Ｓ
３
２
５
２
０

—

第
５
章
，
表
２
，

Ｇ
Ｂ
／
Ｔ
３
０
９
８
．６
，

Ｇ
Ｂ
／
Ｔ
３
０
９
８
．１
５

Ｓ
２
５
５
５
４

Ａ
Ｓ
Ｔ
Ｍ
Ａ
９
５
９
， Ｅ
Ｎ
１
０
０
８
８
３

　
　
ａ
各
种
标
准
的
组
成
之
间
没
有
确
切
的
对
应
关
系
，
但
多
数
重
叠
。

ｂ
组
别
符
合
Ｇ
Ｂ
／
Ｔ
３
０
９
８
中
不
锈
钢
机
械
性
能
系
列
标
准
规
定
。

ｃ
由
Ｇ
Ｂ
／
Ｔ
３
０
９
８
．２
４
规
定
的
代
号
。

ｄ
特
殊
等
级
，
在
Ｇ
Ｂ
／
Ｔ
３
０
９
８
．６
、 Ｇ
Ｂ
／
Ｔ
３
０
９
８
．１
５
或
Ｇ
Ｂ
／
Ｔ
３
０
９
８
．８
中
未
规
定
。

ｅ
代
号
符
合
Ｇ
Ｂ
／
Ｔ
３
０
９
８
．８
。

ｆ
所
谓
的
沉
淀
硬
化
等
级
（ Ｐ
Ｈ
）
是
低
碳
、
改
善
韧
性
和
耐
腐
蚀
性
的
马
氏
体
钢
。

ｇ
当
狑
Ｃ
ｒ
＋
３
．３
狑
Ｍ
ｏ
＋
１
６
狑
Ｎ
＞
２
４
．０
和
符
合
Ｇ
Ｂ
／
Ｔ
３
０
９
８
不
锈
钢
系
列
标
准
时
，
可
被
认
同
为
Ｄ
４
。

ｈ
所
谓
的
“
低
双
相
”
钢
等
级
，
镍
和
钼
含
量
较
低
。

ｉ
根
据
ＪＩ
Ｓ
Ｇ
４
３
０
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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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资料性附录）

索氏体高强不锈结构钢的特性

犅．１　索氏体高强不锈结构钢的组别

索氏体高强不锈结构钢是一种类珠光体超细组织的不锈钢材料，它具有较高的淬透性和淬硬性，具

有良好的韧性、耐高温性、抗点蚀性和耐腐蚀性。其Ｃｒ、Ｎｉ含量分别为１４％、２．２％左右，屈服强度在

６００ＭＰａ～１１３０ＭＰａ。

索氏体高强不锈结构钢有一个Ｓ１组别，能够通过淬火并回火达到不同的机械和物理性能，具有磁

性，其耐腐蚀性与奥氏体不锈钢中的Ａ２组别相当。

索氏体高强不锈结构钢在－４０℃～＋６０℃具有优良的综合机械和物理性能。

索氏体高强不锈结构钢适用于制造高强度、大直径的紧固件产品，且紧固扭矩系数离散性小，安装

紧固时不容易出现“咬死”现象。

犅．２　索氏体高强不锈结构钢的成分表

索氏体高强不锈结构钢成分见表Ｂ．１。

表犅．１　索氏体高强不锈结构钢成分

牌号 代号
化学成分（质量分数）／％

Ｃ Ｓｉ Ｍｎ Ｐ Ｓ Ｃｒ Ｎｉ Ｍｏ Ｃｕ Ｎ

１２Ｃｒ１４Ｎｉ２ Ｓ６００
０．０５～

０．１９
≤１．００ ≤１．００ ≤０．０８０ ≤０．０１０

１３．００～

１５．００

１．５～

２．２
≤０．１５ ≤０．２５ ≤０．０１０

犅．３　耐应力腐蚀裂痕

索氏体高强不锈结构钢不易受应力腐蚀裂痕影响。

犅．４　耐点蚀

不锈钢的组织类型、晶界、双相不锈钢中的两相比例、析出相等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不锈钢钝化膜

的形成过程或性质，从而影响其点蚀性能。索氏体高强不锈结构钢因其具有超细晶粒均匀的组织结构，

具有良好的耐点蚀性能。

对于固溶处理的不锈钢，国际上通常采用抗点蚀当量（ＰＲＥＮ）值（或点蚀指数）表征材料的耐点蚀

性能，但对于不需要固溶处理的索氏体高强不锈结构钢，ＰＲＥＮ值评价是否适用尚待验证。

犅．５　晶间腐蚀

索氏体高强不锈结构钢在微沸的硫酸硫酸铜溶液中煮沸１６ｈ，弯曲１８０°，均未发现晶间腐蚀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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犅．６　磁导率性能

材料的磁导率与其受永久磁铁吸引或磁场影响的能力有关。索氏体高强不锈结构钢具有磁性，因

其对手持磁石存在强烈反应。

犅．７　索氏体高强不锈结构钢的物理性能

索氏体高强不锈结构钢的物理性能见表Ｂ．２。

表犅．２　索氏体高强不锈结构钢物理性能

牌号
密度（２０℃）／

（ｋｇ·ｄｍ
－３）

线膨胀系数／

１０－６℃－１

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２００℃

２００℃～

３００℃

电阻率／

１０－７Ωｍ

纵向弹性

模量（２０℃）／

（ｋＮ·ｍｍ－２）

泊松比μ

剪切模量／

ＧＰａ
磁性

１２Ｃｒ１４Ｎｉ２ ７．７５ １１．９５±０．９６１２．５９±１．０１１３．３１±１．０６ ７．２２ ２１５±１５ ０．３３±０．０３ ８０．６３±６．５ 有

犅．８　索氏体高强不锈结构钢的机械性能与对应的热处理工艺参数

索氏体高强不锈结构钢的机械性能与对应的热处理工艺参数见表Ｂ．３（仅供参考）。

表犅．３　索氏体高强不锈结构钢的机械性能与对应的热处理工艺参数

钢种

代号

机械性能 热处理参数

抗拉强度

犚ｍ／ＭＰａ

断后

伸长率

犃／％

断面

收缩率

犣／％

实物断

后伸长量

犃１／ｍｍ

－４０℃

冲击功／

Ｊ

ｍｉｎ ｍｉｎ ｍｉｎ ｍｉｎ ｍｉｎ

硬度／

ＨＲＣ

淬火

预热

温度／

℃

淬火

温度／

℃

淬火

介质

回火

温度／

℃

冷却

方式

Ｓ６００ ８００ １６ ５６ ０．２犱 ３５ ２３～３２ — — — — —

Ｓ６００

经热

处理

１０００ａ １４ ５２ ０．１犱 １０ ３２～３９ ７００ ９８０ 油 ５４０ 风冷

１２００ １２ ５０ ０．２犱 ３５ ３９～４４ ７００ ９８０ 油 ２４０ 风冷

１４００ １０ ４６ ０．２犱 ３５ ４４～４８ ７００ ９８０ 油 ２２０ 风冷

　　犱———公称直径。

　　注：为真空炉热处理试验工艺。

　　
ａ 尽可能不采用该性能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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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犆

（资料性附录）

犙犖１８０３高强度含氮奥氏体不锈钢的特性

犆．１　高强度含氮奥氏体不锈钢的组别

ＱＮ１８０３高强度含氮奥氏体不锈钢是一种节镍ＣｒＭｎＮ型奥氏体不锈钢，与Ａ２组别的奥氏体不

锈钢相比具有抗拉强度和抗扭强度高、耐磨损以及弱磁性的特点，同时具有较好的韧性、抗点蚀和耐腐

蚀性能。其Ｃｒ含量１８．１％左右，镍含量３．０５％左右，Ｃｕ含量２．３０％左右，冷加工成型性能良好，拉拔减

面率６０％以下可以保持弱磁性，是生产高强度、弱磁性奥氏体不锈钢紧固件的理想材料。

ＱＮ１８０３高强度含氮奥氏体不锈钢为Ａ２组别，一般以热轧态交货，通过固溶处理可以得到更好的

冷加工性能，固溶处理后无磁性。ＱＮ１８０３高强度含氮奥氏体不锈钢的耐点蚀、二氧化硫及中性盐雾腐

蚀性能与Ａ２组别的其他奥氏体不锈钢相当，在稀盐酸、稀硫酸、醋酸加盐等介质中的耐均匀腐蚀能力

均优于Ａ２组别的其他奥氏体不锈钢。

ＱＮ１８０３高强度含氮奥氏体不锈钢在－６０℃～＋３００℃具有优良的综合机械性能和物理性能。

ＱＮ１８０３高强度含氮奥氏体不锈钢与Ａ２组别的奥氏体不锈钢相比，制作的高强度、弱磁性奥氏体

不锈钢紧固件产品，其紧固扭矩系数离散性更小，安装紧固时不容易出现“咬死”现象。

犆．２　犙犖１８０３高强度含氮奥氏体不锈钢的成分

ＱＮ１８０３高强度含氮奥氏体不锈钢成分见表Ｃ．１。

表犆．１　犙犖１８０３高强度含氮奥氏体不锈钢成分

牌号 代号
化学成分（质量分数）／％

Ｃ Ｓｉ Ｍｎ Ｐ Ｓ Ｃｒ Ｎｉ Ｍｏ Ｃｕ Ｎ

０８Ｃｒ１９Ｍｎ６Ｎｉ３Ｃｕ２Ｎ ＱＮ１８０３ ≤０．１０ ≤１．００
４．００～

８．００
≤０．０５０ ≤０．００５

１８．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０～

３．５０
≤０．３０

１．５０～

３．５０

０．２０～

０．３０

犆．３　耐应力腐蚀裂痕

ＱＮ１８０３高强度含氮奥氏体不锈钢有发生应力腐蚀开裂的风险，应避免应力腐蚀的特定环境下

使用。

犆．４　耐点蚀

抗点蚀当量（ＰＲＥＮ）是比较各种不锈钢耐点蚀能力的理论值，取决于化学成分。

ＰＲＥＮ＝狑Ｃｒ＋３．３狑Ｍｏ＋１６狑Ｎ（质量分数）是最通用的ＰＲＥＮ评价式，但随着 Ｍｎ含量的提高，

会导致ＣｒＮｉＭｎ系不锈钢的耐腐蚀能力降低，因此可调整为式（Ｃ．１）：

ＰＲＥＮ＝狑Ｃｒ＋３．３狑Ｍｏ＋３０狑Ｎ－狑Ｍｎ…………………………（Ｃ．１）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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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ＱＮ１８０３高强度含氮奥氏体不锈钢ＰＲＥＮ≥１９．０，与Ａ２组别的奥氏体不锈钢相当。

犆．５　晶间腐蚀

ＱＮ１８０３高强度含氮奥氏体不锈钢在加有铜屑的硫酸硫酸铜溶液中保持微沸状态１６ｈ，弯曲

１８０°，未发现晶间腐蚀现象（试验方法按照ＧＢ／Ｔ４３３４—２０２０的方法Ｅ）。

犆．６　对形成金属间化合物的敏感性

ＱＮ１８０３高强度含氮奥氏体不锈钢在温度范围５００℃～９５０℃（９３５°Ｆ～１７５０°Ｆ）缓慢冷却会形成

碳化物和氮化物，这些相的存在可能会削弱耐蚀性和机械性能。

正确的热处理可最小化或避免这些有害相。快速冷却可最大程度地防止热量释放过程中有害相的

形成。

犆．７　磁导率性能

ＱＮ１８０３高强度含氮奥氏体不锈钢可被归类为“非磁性”的，与Ａ２组别的奥氏体不锈钢相比具有更

高的奥氏体稳定性，在紧固件制造过程中的冷作硬化产生剩余磁性的程度更小。

当要求特殊非磁性性能时，签订供需协议前应咨询不锈钢材料专家。

犆．８　犙犖１８０３高强度含氮奥氏体不锈钢的机械性能

ＱＮ１８０３高强度含氮奥氏体不锈钢的机械性能见表Ｃ．２。

表犆．２　犙犖１８０３高强度含氮奥氏体不锈钢机械性能

牌号 代号
热处理

状态
抗拉强度犚ｍ／ＭＰａ 断后伸长率犃／％ 断面收缩率犣／％ 硬度／ＨＲＢ

０８Ｃｒ１９Ｍｎ６Ｎｉ３Ｃｕ２Ｎ ＱＮ１８０３

热轧 ６５０～８５０ ≥４０ ≥６０ ８８～９８

固溶 ６００～８００ ≥４５ ≥６５ ８５～９５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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