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耐磨钢板切割 NM400激光切割 NM400钢板切割 耐磨400钢板 钢厂
直发

产品名称 耐磨钢板切割 NM400激光切割 NM400钢板切割
耐磨400钢板 钢厂 直发

公司名称 聊城开发区佳龙钢板销售处

价格 6400.00/吨

规格参数 佳龙金属:涟钢
NM400:耐磨钢板
厚度:3mm-100mm

公司地址 山东省聊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蒋官屯街道辽河路
东200米路北由甲院内路西（经营场所）

联系电话  15275679798

产品详情

耐磨钢板由低碳钢板和合金耐磨层两部分组成，合金耐磨层为总厚度的1/3~1/2。工作时由基体提供抵抗
外力的强度、韧性和塑性等综合性能，由合金耐磨层提供满足指定工况需求的耐磨性能。 在工业生产中
，很多地方都会用到耐磨钢板。并且更多的在重工业中使用，诸如在冶金、煤炭、电力、矿山以及建材
等行业中，由于其自身的优越性和高性价比，耐磨钢板成为厂家在选择原材时的**选择. 

优秀的耐磨性，这是由自身的化学材质决定的，其自身的碳含量高达百分之四到百分之五，另外铬的含
量高达百分之三十。按这种材质制成的钢板，其耐磨性能和普通的相比能够提高一倍以上。 良好的耐冲
击性，耐磨钢板的基板是低碳钢或者是低合金，其冲击性能和同硬度的合金相比，具有双金属的特点，
其自身的耐磨层能够抵抗磨损介质的磨损，而且低碳钢基板能够承受介质的载荷，因而和其他材质的钢
板相比具有较好的耐冲击性。 较好的耐热性，据实验数据显示，普通的碳钢基板的使用温度不能超过38
0摄氏度，而合金耐磨基板的使用温度能够在500摄氏度以上，因此具有较好的耐热性。 

根据全国钢标准化技术委员会[2008]01号“关于下达全国钢标委2008年**批国家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
知”，由冶金信息标准研究院共同起草制定《工程机械用高强度耐磨钢板》国家标准，项目编号为“200
77255-T-65”。 标准编制工作计划 

⑴2008年初结合产品开发进行了起草标准的数据收集、情况调研、问题分析等准备工作，至年底前，形
成国家标准（草案）。 

⑵2008年5月份：发出了标准征求意见稿——征求上级标准主管部门、生产和顾客行业代表企业及研究院



所意见，根据反馈意见的汇总处理结果，确定征求意见（二稿）或（讨论稿）。 

⑶2008年8月份：针对标准征求意见（二稿）的反馈意见，进行必要的修改工作，形成国内外同类产品标
准水平对比分析和意见汇总处理表，必要的数据分析等。 

⑷2008年9～10月份：召开标准讨论会议。 

⑸2008年四季度：根据预审会意见，修改、形成国家标准审定稿，并协调召开标准审定会议。根据审定
会议意见，完成GBXXXX-200×《工程机械用高强度耐磨钢板》国家标准报批稿。 二、制定标准的目的 
耐磨钢板广泛应用于工作条件特别恶劣，要求高强度，高耐磨性能的工程、采矿、建筑、农业、水泥生
产、港口、电力以及冶金等机械产品上。如推土机，装载机，挖掘机，自卸车及各种矿山机械、抓斗、
堆取料机、输料弯曲结构等。多年来一直困扰着工业界人士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磨损，尤其是接触岩石
、矿料等受磨擦、撞击、冲刷的结构。据统计，工业发达的国家，机械装备及其零件的磨损所造成的经
济损失占国民经济总产值4%左右。因此，解决磨损和延长机械设备及其部件的使用寿命成为工业界人士
在设计、制造和使用各种机械设备所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从国民经济的角度考虑，研制工程机械用高
强度耐磨钢是非常必要的，在国外已有企业进行生产高强度耐磨钢并应用，如日本住友公司、JFE、瑞典
SSAB和SWEBOR，德国蒂森克卢伯，MITTAL等已生产出耐磨寿命比普通钢高出4倍左右的耐磨钢材。国
内多数使用NM360～400，国际上NM400～550，年消耗在30～60万吨。 

根据国内外高强度耐磨钢发展情况看，高强度耐磨钢标准应成为一个较为完整的通用化、系列化的标准
体系。从我国目前现有的高强度耐磨钢技术现状来看，全部为产品技术协议，而且数量太少。虽然在部
分企业形成了系列化并且正朝着通用化的方向发展，但从整个高强度耐磨钢体系来看还很不完善，特别
缺少通用标准。由于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等方面的原因，企业材料研制工作与标准化工作脱节，造成纳
标滞后。这对于高强度耐磨钢规范生产、推广使用极为不利。因为设计者认为没上标准的材料，是不成
熟的，选材就有一定风险，一般不会选用，这严重影响了新材料的推广使用。高强度耐磨钢标准应形成
一个具有我国特色的统一体系，对今后高强度耐磨钢标准的完善，推动高强度耐磨钢的研制、应用会起
到关键作用。因此按照推荐标准体系编制的要求，编制一个既能充分反映我国高强度耐磨钢发展水平和
需求，又先进科学、实用合理的标准体系，为今后高强度耐磨钢标准修订完善奠定的良好基础，将有利
于高强度耐磨钢规范生产及推广使用。

三、制订标准的主要技术依据 耐磨钢标准的制订工作启动于2007年8月，首先根据市场需求和市场调研，
在搜集国内外资料的基础上，确定低合金高强度耐磨钢为本标准的技术路线，从科学、实用、节约成本
、资源的角度出发，低合金高强耐磨是必然趋势。济钢开发了JAR360F～JAR500F出口耐磨钢，出口Bis52J
/53J，Bis21J，****JGNM360～JGNM500，B24S等；搜集的资料主要有：日本、德国、瑞典、美国、澳大
利亚等国的先进企业标准，重点参考了德国、瑞典、日本的耐磨钢的技术条件，结合我国技术情况，并
以此为依据，促进国内的耐磨钢生产企业的尽快成熟。目前，国内外尚未有发表的国家标准，因此制订
本标准的意义十分重大。 传统的耐磨钢一般是指在冲击载荷下发生冲击硬化的高锰钢，主要目的是在使
用过程中可以受冲击应力作用以后有很强的硬化能力，但对冲击载荷不大的工况，由于不能充分得到加
工硬化，其硬度和耐磨无法提高。 制订本标准的主要贡献是突破传统的高锰钢概念，研制适应机械行业
各种作业条件下的耐磨损抗冲击的低合金高强度金属材料，规范行业生产，促进国内产品质量水平的提
高，为机械行业提供资源节约型材料，减少机器及设备的重量和相应的成本。 

四、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 1标准名称的确定：根据本标准的用途及化学成分的设计原则，标准名称定为
：《工程机械用高强度耐磨钢板》。 2适用范围 本标准钢板适用于矿山、建筑以及农业等工程机械用耐
磨损结构部件。本标准适用于厚度6mm～80mm的钢板。 3订货内容 本标准规定了订货内容，明确用户须
提供的信息，以保证订货准确性和产品满足顾客的个性化要求并通过ERP系统去实现。因此，订货时，
需方应提供下列信息：a）标准号； b）牌号； c）规格； d）尺寸、外形精度要求； e）重量；
f）交货状态； g）用途； h）特殊要求。 

本标准中的牌号分为NM300、NM360、NM400、NM450、NM500、NM550和NM600六个级别，能够适应



用户的需求。 4牌号表示方法 已有的企业高强度耐磨钢产品技术条件中，其产品牌号命名不规范。参考
国外企业标准情况并结合我国实际，针对我国高强度耐磨钢牌号多为引进牌号，目前使用比较混乱的问
题，应该采用我国牌号的命名方法，加以统一，推广使用通用标准中的牌号，促进我国高强度耐磨钢的
规范发展，实现高强度耐磨钢标准通用化、系列化。根据耐磨钢的产品特点和用户在选材方面的贯例，
耐磨钢牌号采用汉语拼音和布氏硬度（HB）数值的组合方式。如：NM450，NM为“耐磨”汉语拼音的
首位字母，“450”为布氏硬度值。 5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 钢板的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
符合GB/T709-2006的规定，该标准的四类厚度偏差类别可供用户选择。 为增加标准的灵活性，限度满足
用户要求，体现标准的自由度原则，本标准规定经供需双方协议，可供应其他尺寸、外形偏差的钢板。
6冶炼方法 本标准将冶炼方法规定为转炉或电炉冶炼，并进行LF炉外精炼和VD或RH脱气处理。主要目的
是可根据用户的具体需求来确定是否采用先进的生产方式达到用户满意的产品。 7交货状态 该产品特点
决定了产品的交货状态，要想达到理想的综合性能，合理的交货状态是至关重要的，耐磨钢可以通过科
学的调质工艺，获得良好的强韧组合性能，也可提高钢的硬度值，达到耐磨的目的。本标准根据耐磨钢
板等级的设计规定了热轧、控轧、淬火+回火等交货状态。 8化学成分 用于工程机械传统的耐磨钢一般为
高锰钢，虽然高锰钢具有加工硬化性，但在其使用过程中受冲击应力作用以后有很强的硬化能力，所以
只能在大的冲击载荷下发挥其作用，而对于冲击载荷不大的工况而言其硬度的耐磨性无法提高，而且高
锰钢加工硬化后，其屈服强度并不高，在较大力的作用下，工件有时也会产生开裂，难以达到预期的使
用寿命。因此与高锰钢相比，近年来，低合金耐磨钢用于制作中小型机械材料，也同样在工程机械领域
应用，延伸并扩大了高锰钢的使用范围，已被机械行业认可，并成为趋势。 

（1）C含量：本标准化学成分设计的关键在于产品的硬度是否能保证材料的耐磨性，而钢的淬透性及硬
度取决于含碳量。本标准化学成分的设计特点同时充分考虑了硬度与耐磨和焊接、成型、冲击韧性等因
素，采用较低的碳含量，使钢通过淬火后获得较高的硬度的同时，钢板具有足够的塑性和韧性，以满足
工程机械的综合力学性能。 （2）合金元素及含量：本标准合金元素除C、Mn、Si之外，还采用Cr、Mo
、B、Ni等作为主要合金元素。确保材料具有良好的淬透性、淬硬性和综合力学性能，主要目的是提高钢
的耐磨性。Ti的加入可起到细化晶粒的作用。本标准重点参考了日本、瑞典、德国等企业标准的成分设
计。 （3）有害元素的控制本标准对有害元素P、S含量提出的严格的限定。除NM360级别以外，其它牌
号限定在0.010%以内。 9力学性能 工程机械高强度耐磨钢产品应具有高硬度、高韧性、高强度、低碳和
低合金等内在特性，以保证“高耐磨、易加工、省材料、降成本”目标的实现。参照日本、瑞典等标准
，标准中设计了NM300、NM360、NM400、NM450、NM500、NM550及NM600七个耐磨等级。便于用户
选材。在保证高硬度的同时，保持良好的冲击韧性，以抵御外来冲击载荷。据资料报道，NM360与普通
钢板相比，有不低于两倍的耐磨性能，NM400则不低于2.5倍的耐磨性能；NM550则不低于4倍的耐磨性
能。耐磨钢把高强度、高硬度、可焊接、易折弯这些特性融合在一起，具有优异的力学性能和良好的耐
磨性，能适应不同工况的多种挖掘条件。本标准制订的耐磨钢是工程机械材料研究的一大进步。
10表面质量 本标准中对表面质量的规定采用GB/T3274，具有操作性较强的特点。 11检验规则
本标准规定检验项目的复验和验收规则应符合GB/T17505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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