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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6-2022年中国锻造件市场监测及投资前景研究报告》共十二章。报告

介绍了锻造件行业相关概述、中国锻造件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锻造件行业的现状、中

国锻造件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锻造件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锻造件产业发

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锻造件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锻造件行业，本报告是

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锻造件就 是金属被施加压力，通过塑性变形塑造要求的形状或合适的压缩力的物件。这种

力量典型的通过使用铁锤或压力来实现。铸件过程建造了精致的颗粒结构，并改进了 金属的

物理属性。在零部件的现实使用中，一个正确的设计能使颗粒流在主压力的方向。锻件需要

每片都是一致的，没有任何多孔性、多余空间、内含物或其他的瑕 疵。这种方法生产的元件

，强度与重量比有一个高的比率。这些元件通常被用在飞机结构中。锻造件的优点有可伸展

的长度、可收缩的横截面；可收缩的长度、可伸 展的横截面；可改变的长度、可改变的横截

面。锻件的种类有：自由锻造/手锻、热模锻/精密锻造、顶锻、滚锻和模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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