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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GB/T 17951—2022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GB/T 17951—2005《硬磁材料一般技术条件》,与GB/T 17951—2005相比，除编辑性

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增加了各向异性粘结REFeN 磁体牌号及相关性能(见表19);

——增加了高磁能积La/Co 替代永磁铁氧体牌号及相关性能(见表14);
——增加了RECo₅ 52/52p 和 RECo₅ 68/60p 两个稀土钴牌号(见表16);

——增加了退磁场强度Hp 的定义和数学确定方法(见13.2和13.3);

——更改了一些内容以与硬磁材料测试方法GB/T 3217—2013以及GB/T 13888—2009相适应。

本文件使用重新起草法修改采用IEC 60404-8-1:2015《磁性材料第8-1部分：单项材料规范硬

磁材料》。

本文件与IEC 60404-8-1:2015相比做了下列结构调整：

——增加了附录A;

——将IEC 60404-8-1:2015的附录 A调整为附录B。

本文件与IEC 60404-8-1:2015相比，存在较多技术性差异，附录A给出了相应技术性差异及其原

因一览表。

本文件做了下列编辑性改动：

——将标准名称更改为《硬磁材料一般技术条件》。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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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磁材料一般技术条件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硬磁材料(又称永磁材料)主要磁特性的最低值和尺寸公差。为提供一些参考信息，

本文件也给出了材料的密度值和化学成分范围。

本文件适用于硬磁材料的检验。

注：附录B中表B.1给出了磁性材料有关的附加机械物理性能值以供参考和比较。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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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2900.60—2002 电工术语 电磁学(eqv IEC 60050-121:1998)

GB/T 2900.83-2008 电工术语电的和磁的器件(IEC 60050-151:2001,IDT)

GB/T 3217 永磁(硬磁)材料 磁性试验方法(GB/T 3217—2013,IEC 60404-5:1993,MOD)

GB/T 9637—2001 电工术语磁性材料与元件(eqv IEC 60050-221:1990)

GB/T 13888 在开磁路中测量磁性材料矫顽力的方法(GB/T 13888—2009,IEC 60404-7:1982,
IDT)

GB/T 29628 永磁(硬磁)脉冲测量方法指南(GB/T 29628—2013,IEC TR 62331:2005,NEQ)

3 术语和定义

GB/T 2900.60—2002、GB/T 2900.83—2008和 GB/T 9637—2001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

文件。

4 材料的类型及应用

硬磁材料分为R类(硬磁合金材料)、S类(硬磁陶瓷材料)和U 类(粘结硬磁材料)。

硬磁材料具有大于1 kA/m 的磁极化强度矫顽力，磁化饱和后能提供依材料而定的磁场，可在静态

或动态磁路中应用。

硬磁材料在生活中很常见，它们以电磁原理为基础，在测量装置、发动机、发电机以及扩音器等设备

中实现耦合、调制或调节的功能；在办公设备、电脑硬件、娱乐电器、无线电通信、家用电器和医疗设备中

也是必不可少的。同时，硬磁材料也可用于汽车[包括混合动力车(HEV)、 电动汽车(EV)] 的驱动电

机，或应用在机械工程的夹具和夹、模板中。

在 GB/T 21219—2007中，对这些能大批量供应的硬磁材料的可能和典型应用，做了更详细的

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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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磁特性分类

5.1 概述

与本文件的上一版(2005年版)相比，本文件对永磁材料采用了相同的分类方法。新增粘结

REFeN 磁体的第一部分分类号为U5, 详情见表1。所有材料按照冶金学进行分类。

表 1 硬磁材料的分类

类别 主要成分
第一部分分类号

(本文件)
上一版本(2005年版)的分类号

硬磁合金(R)

铝镍钴铁钛合金

铬铁钴合金

铁钴钒铬合金

稀土钴合金

稀土铁硼合金

R1

R6

R3

R5

R7

R1

R6

R3

R5

R7

硬磁陶瓷材料(S)

硬磁铁氧体

(MO·nFe₂O₃ ;M=Ba,Sr,

土Pb,n=4.5～6.5)

S1 S1

粘结硬磁材料(U)

粘结铝镍钴铁钛硬磁材料

粘结稀土钴硬磁材料

粘结稀土铁硼硬磁材料

粘结硬磁铁氧体

粘结稀土铁氮硬磁材料

U1

U2

U3

U4

U5

U1

U2

U3

U4

硬磁材料按5.2中的主要磁特性分类。

5.2 主要磁特性

硬磁材料主要磁特性、符号和单位见表2。

表 2 主要磁特性、符号和单位

磁特性 符号 单位

最大磁能积 (BH)max kJ/m³

剩余磁通密度 B. mT

磁通密度矫顽力 H kA/m

磁极化强度矫顽力 H。 kA/m

表10至表19给出的主要磁特性值是在室温下材料磁化到饱和后测定的规定最小值。这些磁特性

的规定值只对沿磁化轴有一不变横截面、体积为0.125 cm³~200 cm³,并且在互相垂直的三个坐标轴方

向上的尺寸至少为5 mm 的试样有效。

对于各向异性材料，只对沿易磁化方向有效。

对于试样的更详细的尺寸限制见GB/T 3217。

因制造方法的原因，如试样不能满足上述尺寸条件，可能得到较低的磁特性值。

开磁路下测量矫顽力的方法按GB/T 13888或 GB/T 29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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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辅助磁特性

辅助磁特性的符号和单位见表3。

表 3 辅助磁特性的符号、单位

磁特性 符号 单位

回复磁导率 Hrec

剩余磁通密度的温度系数[对应饱和磁极化强度J.的温度系数a(J,)] a(B,) %/℃

磁极化强度矫顽力的温度系数 a(Hd) %/℃

居里温度 T。 ℃

表10至表19给出的辅助磁特性的典型值仅作为一种指标给出，不作为要求，除非供需双方另有协

定。各表中温度系数的温度范围一般为20 ℃~100 ℃,但这并不妨碍这些材料在此温度范围以外应

用。在GB/T 3217和 GB/T 13888 中对将硬磁材料磁化到饱和所必需的磁场强度做了规定。

6 化学成分

不同类型材料的成分范围在12.1.1.1、12.1.2.1、12.1.3.1、12.1.4.1、12.1.5.1、12.2.1和12.3.2中

给出。

7 密度

表10至表19给出的密度值仅是为了提供参考，这些密度值可用于质量和体积的估算。

8 牌号

硬磁材料可以通过简短的牌号和字母数字记号(分类号)来标志(见表10至表19)。牌号中的化学

符号或英文名称表示主要组分，斜线前面的数字表示最大磁能积(BH)ma (单位kJ/m³), 斜线后面的数

字表示矫顽力H (单位 kA/m) 的十分之一。具有粘结剂(大部分是有机粘结剂，见12.3.1)的硬磁材

料，则采用在牌号末尾加字母“p”表示。

示例：对于表10中的AINiCo26/6的牌号，整数26由其(BH)m的最低值26 kJ/m³得出，整数6由H。最低值的

十分之一，即58×1/10=5.8再四舍五入为一个最接近的整数而得出。如舍去后整数部分为零，则保留它舍去后的第一

个不为零的小数。

分类号来源于GB/T 21219—2007中的分类表。分类号中的字母表示硬磁材料的类别，第一位数

字表示各个类别中材料的种类，见表1。第二位的数字“0”表示磁各向同性；“1”表示磁各向异性。若有

第三位数码，表示细分种类。

9 交货方式及尺寸

硬磁材料可以在充磁或不充磁状态下交货，还可以组装在磁路中交货。

磁体的尺寸应在定货时商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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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检验

10.1 检验范围

检验范围由供需双方商定。

10.2 检验方法

检验方法由供需双方商定。

当硬磁材料制成符合GB/T 3217规定的形状和尺寸的试样时，其磁特性按GB/T 3217测试。

如果试样的形状或/和尺寸不符合GB/T 3217规定的要求，则测试的细节由供需双方商定。

11 拒收理由

拒收理由包括硬磁材料的磁特性值低于表10至表19给出的规定值或超过表20至表24给出的尺

寸公差。

当硬磁材料的外部和内部缺陷影响到加工和应用时，可作为拒收的理由。

拒收订单的样品应与通知单一起由采购方发给供应商。

12 分类材料

12.1 硬磁合金材料

12.1.1 铝镍钴铁钛硬磁合金材料(AINiCo)

12.1.1.1 化学成分

以铝镍钴铁钛为基的硬磁材料又称AINiCo,主要成分范围见表4。

表 4 AINiCo硬磁材料的主要化学成分(质量分数)

%

材料类型 Al Ni Co Cu Ti Nb Si Fe

AINiCo 6.8～13 13～28 5～42 2～6 0～9 0～3 0～0.8 余量

12.1.1.2 制造方法

AINiCo 硬磁材料由铸造或粉末冶金方法生产。钴含量高于15%时，可通过在热处理时加磁场产

生磁各向异性，其磁特性可在易磁化方向增加。

具有柱状晶或单晶结构的AlNiCo 磁体表现出最佳的磁性能。热处理时磁场方向与柱状晶轴

平行。

12.1.1.3 细分类

铸造或烧结各向同性硬磁合金材料(R1-0);

铸造或烧结各向异性硬磁合金材料(R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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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1.4 磁特性和密度

磁特性和密度值在表10中给出。

12.1.1.5 尺寸公差

烧结和铸造 AlNiCo 磁体的尺寸公差值在表20中给出。

12.1.2 铬铁钴硬磁合金材料(CrFeCo)

12.1.2.1 化学成分

以铬铁钴为基的硬磁材料又称CrFeCo, 主要成分范围见表5。

表 5 CrFeCo硬磁材料的主要化学成分(质量分数)

%

材料类型 Cr Co 其他元素如Si、Ti、Mo、Al、V Fe

CrFeCo 23～35 7～25 0.1～5 余量

12.1.2.2 制造方法

CrFeCo硬磁合金材料可由铸造生产，再通过热轧和冷轧成带材或拉成丝材，而某些部分需要经过

冲压、车削或钻孔。在成型以后，可通过热处理的方法来获得具有永久磁性能的磁体。另外这类

CrFeCo 硬磁合金材料也可通过粉末冶金的方法生产。铸造和烧结的磁体可在热处理时加磁场来提高

特定方向的磁性能。

12.1.2.3 细分类

各向同性硬磁合金材料(R6-0);

各向异性硬磁合金材料(R6-1)。

12.1.2.4 磁特性和密度

各向同性和各向异性CrFeCo 硬磁材料的磁特性在表11中给出。

12.1.2.5 尺寸公差

冷轧带材、冷拉线材和棒材的尺寸公差值分别在表21和表22中给出，烧结磁性材料的尺寸公差应

由供需双方商定。

12.1.3 铁钴钒铬硬磁合金材料(FeCoVCr)

12.1.3.1 化学成分

主要化学成分如表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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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FeCoVCr硬磁材料的主要化学成分(质量分数)

%

材料类型 Co V+Cr Fe

FeCoVCr 49～54 4～13 余量

12.1.3.2 制造方法

FeCoVCr硬磁合金材料用铸造法制造，热轧和冷轧成带材或冷拉成线材。冷变形(80%～95%)及

随后500 ℃~650 ℃的热处理对获得永久磁特性是必不可少的工艺过程。

12.1.3.3 细分类

宜以磁极化强度矫顽力Hg 为细分类的依据。

12.1.3.4 磁特性和密度

磁特性和密度在表11中给出。

12.1.3.5 尺寸公差

冷轧带材和冷拉线材的尺寸公差值分别在表21和表22中给出。

12.1.4 稀土钴硬磁合金材料(RECo)

12.1.4.1 化学成分

应用较多的稀土钴合金有两种类型：RECos 和 RE₂Co₁7。RE₂Co₇ 用来表示一系列由多种

过渡族 元素部分替代钴的二元和多元合金的通用名称，这两种类型的合金具有强烈的单轴磁各向异

性和高饱 和磁化强度，可制成拥有高矫顽力 Hg 和高剩磁B, 的硬磁材料。这类硬磁材料的主要成分

见表7。

表 7 RECo硬磁材料的化学成分(质量分数)

%

材料类型 RE Co Fe Cu 其他元素如Zr、Hf、Ti、Nb、Sn

RECo₃ 33～38 余量 0～0.3

RE₂Co₁7 24～28 余量 7.5～20 4～12 0～3.5

钐(Sm) 是这类合金中的主要稀土金属元素，可以带来很高的磁性能。但铈(Ce)、镨(Pr) 或镝(Dy)

等也可作为这类合金的稀土金属元素。

12.1.4.2 制造方法

将 RECo粉末在磁场中压制成坯块，可获得定向各向异性硬磁材料。将压坯在真空或保护气氛下

烧结，再热处理。

12.1.4.3 细分类

RECo₅ 类各向异性硬磁合金材料(R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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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₂Co₁₇ 类各向异性硬磁合金材料(R5-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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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4.4 磁特性和密度

磁特性和密度在表12中给出。

12.1.4.5 尺寸公差

尺寸公差由供需双方商定。

12.1.5 稀土铁硼硬磁合金材料(REFeB)

12.1.5.1 化学成分

REFeB硬磁材料是以RE₂Fe₄B 化合物为基础。稀土(RE) 元素主要是钕(Nd), 可以部分地

被镝 (Dy)、镨(Pr)或其他稀土元素替代；也可以是镧(La)、铈(Ce)和钇(Y) 等高丰度稀土元素。铁可

以部分 地被钴(Co)替代。Nd₂Fe₁₄B 合金具有四方晶结构并显示出高的饱和磁化强度和高的

单轴磁晶各向 异性。

REFeB硬磁材料的成分范围见表8。

表 8 REFeB硬磁合金材料的化学成分(质量分数)

%

材料类型
RE

Co B
其他元素如

V、Nb、A1、Ga、Cu
Fe

总量 其中Dy、Tb、Pr*等

REFeB 28～35 0～10 0～15 0.85～1.2 0～1 余量

特殊REFeB如PrFeB除外。

12.1.5.2 制造方法

将REFeB粉末在磁场中压制成坯块，可获得定向各向异性硬磁材料。将压坯在真空或保护气氛下

烧结，再热处理。

12.1.5.3 细分类

各向异性NdFeB硬磁合金材料(R7-1)。

12.1.5.4 磁特性和密度

各向异性硬磁REFeB材料规定的磁特性最低值和密度在表13中给出。

12.1.5.5 尺寸公差

尺寸公差在表24中给出。

12.2 硬磁陶瓷材料(硬磁铁氧体)

12.2.1 化学成分

硬磁铁氧体的化学组成可以用公式MO·nFe₂O₃ 来描述(式中M为 Ba和 Sr), 系数n可在4.5～

6.5 的范围内变动。硬磁铁氧体具有高单轴晶体各向异性的六角形结构，但其磁饱和相对较低。

可通过特殊的替代物来增加磁特性。特别地，添加镧(La)含量至9%、添加钴(Co)含量至4%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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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矫顽力(Hg) 至100%并且降低矫顽力的温度系数[a(H。)] 至50%。

12.2.2 制造方法

单晶硬磁铁氧体粉末在有或无磁场条件下压制成坯块可获得定向各向异性或各向同性硬磁材料。

压坯在空气中烧结。

12.2.3 细分类

各向同性硬磁铁氧体材料(S1-0);

各向异性硬磁铁氧体材料(S1-1)。

12.2.4 磁特性和密度

各向同性和各向异性硬磁铁氧体材料的磁特性和密度在表14中给出。

12.2.5 尺寸公差

各向同性和各向异性硬磁铁氧体的尺寸公差值在表23中给出。

12.3 粘结硬磁材料

12.3.1 概述

粘结硬磁材料是复合材料，它是将磁粉植入粘结剂基底中构成。材料的机械性能主要由粘结剂决

定，磁特性由磁粉的类型、粘结剂、磁粉与粘结剂的比例决定。对于各向异性材料，由于取向度不同，会

有很多不同等级的材料。

相比于烧结硬磁材料，尽管此类材料磁性能较低，但它在许多应用领域具有经济和技术优势，因为

其制造成本低、形状规格广泛、机械性能优良。

同时，此类材料不需要通过昂贵且复杂的粉末冶金法制造。

12.3.2 化学成分

粘结硬磁材料的原材料有AlNiCo 粉末(见12.1.1.1)、RECo粉末(见12.1.4.1)、硬磁铁氧体粉末

(见12.2.1)、粘结REFeB 粉末和REFeN 粉末(见表9)。

REFeN硬磁材料以REFeN 为主，其中稀土(RE) 元素主要是钐(Sm), 可以部分被钇(Y) 或其他稀

土元素替代，铁可以部分地被钴(Co)、锆(Zr)、铌 (Nb) 或其他过渡族金属替代。REFeN 材料具有高的

单轴磁晶各向异性与饱和磁化强度，且耐腐蚀性强，这类材料的主要成分见表9。

表 9 粘结 REFeB和 REFeN合金材料的化学成分(质量分数)

%

粘结

REFeB磁粉

RE B Fe Al Cu Co Zr V Nb

13.5～35 0.8～1.5 余量 <5 <5 <10 <10 <5 <5

REFeN
RE N 过渡族元素 Fe

19～25 2.5～3.5 0～5 余量

注：其他稀土金属替代金属钕的质量分数分别为：Pr<95%、La<30%、Ce<30%、Dy<10%。

12.3.3 制造方法

粘结硬磁材料(常用“硬磁材料p”表示)的制造工艺基本一致，与使用的磁性材料无关。柔性的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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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可用轧制法、挤压法或压延法，而形状稳定的磁性材料用注射法、压模法或挤压法。

采用注射法时，在挤压机或捏合机内根据粘结剂类型进行冷混合或热混合。

采用注射法时最重要的基质材料是热塑性塑料尼龙、聚乙烯以及聚苯硫醚(PPS), 然后根据磁体的

形状、尺寸和体积选用单腔或多腔模具，并在注模机中加工。

各向异性材料其磁性能的高低取决于模具中磁场强度和磁体形状。

压模法仅用于工业生产粘结稀土磁性材料， 一般采用热固性材料(如环氧树脂)作为粘结剂。

将复合混合物装入冲压模具的模腔中，施以0.6 GPa～1 GPa的压力将其压制紧凑，然后加热固化

粘结剂。各向异性磁性材料也可用各向异性粉末在取向磁场下用压模法生产。

12.3.4 细分类

各向同性粘结AlNiCo硬磁材料(U1-0-x):

x=30 (压模法)。

各向同性粘结RECo硬磁材料(U2-0-x):

x=20 (注射法);

x=30 (压模法)。

各向异性粘结RECo硬磁材料(U2-1-x):

x=20 (注射法);

x=30 (压模法)。

各向同性粘结REFeB硬磁材料(U3-0-x):

x=20 (注射法);

x=30 (压模法)。

各向同性粘结硬磁铁氧体材料(U4-0-x):

x=10 (压延法和挤压法);

x=20 (注射法)。
各向异性粘结硬磁铁氧体材料(U4-1-x):

x=10 (压延法和挤压法);

x=20 (注射法)。
各向同性粘结REFeN硬磁材料(U5-0-x):

x=30 (压模法)。
各向异性粘结REFeN硬磁材料(U5-1-x):

x=20 (注射法)。

12.3.5 磁特性和密度

磁特性的最低规定值和密度：

● 粘 结AlNiCo 磁性材料(AlNiCop) 在表15中给出；

● 粘 结RECo 磁性材料(RECop) 在表16中给出；

● 粘 结REFeB 磁性材料(REFeBp) 在表17中给出；

●粘结硬磁铁氧体磁性材料(硬磁铁氧体 p)在表18中给出；

● 粘 结REFeN 磁性材料(REFeNp) 在表19中给出。

12.3.6 尺寸公差

尺寸公差由供需双方商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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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不可逆退磁特性

13.1 概述

处于原始剩磁状态的硬磁材料，在受到退(反作用)磁场的作用时，将失去一定量的磁通。在除去

退磁场之后，剩磁状态的原始磁通可全部或部分恢复。在前一种情况(原始磁通全部恢复)下，磁性

变化是完全可逆的；而在后一种情况(原始磁通部分恢复)下，磁性的变化是部分可逆部分不可逆的。

磁通可逆的变化与磁场的变化在一定数量上是相应的，通过在材料标准的相关表中给出的回复磁

导率μree来定量描述。因此，在设计硬磁系统时，需包含这个可逆变化。

设计时需包含出现可逆变化的退磁场范围，即退磁场强度引起的不可逆磁通变化(磁通损失)的允

许量。图1给出了详细解释。

J

B

B=J
J(H)

Bp=J

B(H)

-H H HHp 0

标引序号说明：

——磁通密度或磁感应强度；

J -———磁极化强度；

H —- 磁场强度；

B, ——剩余磁通密度；

J. ——剩余磁极化强度；

Bp,Jp—— 剩余回复磁通密度，剩余磁回复极化强度；

HB ——磁通密度矫顽力；

H 磁极化强度矫顽力；

Hp 在瞬时施加到剩磁磁状态后，引起剩余回复磁通密度磁状态的退磁场强度。

图 1 B(H) 和J(H) 退磁和回复曲线

13.2 退磁场强度Hp 的一般定义

图1表示一种硬磁材料的退磁和回复曲线，此材料在充分磁化后，剩余磁通密度B,=Jr。 施加一

定强度的退磁场Hp, 再将其减小到零(磁场的暂态作用),在材料中引起剩余磁通密度Bp=Jp, 称它为

剩余回复磁通密度(稳定度)。因为Bp<B, 所以出现了磁通密度的相对不可逆损失(B₂-Bp)/B。

这 种损失随着 Hp 增加而增大，因此，引起预定允许最大损失的Ho 值是硬磁材料抵抗退磁场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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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 定量测量。例如，如果允许的最大损失为5%,则相应的磁场称为Hs。 按 照GB/T 3217 中规

定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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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Hp 可由试验测定。

13.3 退磁场强度Hp 的简化定义

对烧结NdFeB来说，回复曲线基本与外退磁曲线平行。在这种情况下，退磁场强度Hp 的定义可

以简化。如图2所示。

方法为：

退磁曲线上直线部分的离散点{H(i),B(i)} 在 2 0 % 至 7 0 %H 磁场范围内是线性回归的：

f(i)=Br,imn+μa×μo×H(i) ....................................... (1)

直线与B轴相交于点Br,m。例如：退磁损失5%,一同斜率的直线与该轴相交于0.95×Br,in,则这

条平行线与原始退磁曲线相交的点即为Hps点。

J

B

B,
B₁=flin

Bp=%

70%H 20%H

H HH

标引序号说明：

B ——磁通密度或磁感应强度；

J ——磁极化强度；

H 磁场强度：

B, 剩余磁通密度：

Br,in,Jr,in——线性插值的剩余磁通密度，线性插值的剩余磁极化强度；

Bp,Jp ——剩余回复磁通密度，剩余磁回复极化强度；

H ——磁极化强度矫顽力；
Hp ——在瞬时施加到剩磁磁状态后，引起剩余回复磁通密度磁状态的退磁场强度。

图 2 B(H) 和J(H) 退磁和回复曲线简化估算

这种简化定义仅在以下条件下使用：

——不适用于像RECo 这种在退磁曲线上大程度偏离线性的材料，仅适用于表13中的烧结钕铁硼
(NdFeB);

——矫顽力(Hg) 大于400 kA/m;

——斜率μn的范围为1.0≤pm≤1.15 (假设材料有有限的永久磁导率)。

线性拟合的决定系数R² 应高于0.99。为了拟合，设置一组n 为观察点{H(i),B(i)},1=i≤n, 系

数定义为：

总平方和：

…………………………

…………………………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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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差平方和：

观察到n点和的均值：

14 磁特性、密度和尺寸

....................................... (4)

....................................... (5)

表10～表19给出了各种材料磁特性的规定最低值，以及回复磁导率、温度系数、居里温度、最高使

用温度、密度。表20～表24给出了各种材料的尺寸公差值。

表 1 0 铝镍钴硬磁材料的磁特性和密度

材料

生产方法

磁特性 密度

p
×10³

kg/m³

牌号
磁各向同

性/异性
分类号

最大磁能积

(BH)

kJ/m³

剩磁

B,

mT

矫顽力

HB

kA/m

矫顽力

H

kA/m

回复

磁导率

μree

AINiCo 规定的最低值 典型值

AINiCo 10/4 i

R1-0

铸造

10 600 40 42 7 6.8

AINiCo 12/5 i 12 650 48 50 7.5 7.0

AINiCo 18/9 18 580 80 86 7.5 7.1

AlNiCo 9/5

烧结

9 500 44 45 7 6.8

AINiCo 11/5 i 11 600 48 50 7.5 7.0

AINiCo 17/9 i 17 580 80 86 7.5 7.1

AINiCo 37/5 a

R1-1

铸造

37 1180 48 49 4 7.3

AlNiCo 44/5 a 44 1200 52 53 3 7.3

AINiCo 52/6 a 52 1300 56 57 3 7.3

AINiCo 60/6 a 60 1320 56 57 3 7.3

AlNiCo 28/6 a 28 1000 56 57 4 7.3

AINiCo 38/11 a 38 800 110 112 2 7.3

AINiCo 36/15 a 36 700 140 148 2 7.3

AlNiCo 60/11 a 60 900 110 112 2 7.3

AlNiCo 72/11 a 72 1050 112 114 2 7.3

AlNiCo 80/12 a 80 1080 115 117 2 7.3

AINiCo 88/12 a 88 1100 115 120 2 7.3

AlNiCo 34/5 a

烧结

34 1120 47 48 4 7.2

AINiCo 26/6 a 26 900 56 58 4.5 7.3

AlNiCo 31/11 a 31 760 107 111 3 7.2

AlNiCo 33/15 a 33 650 135 150 2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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