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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针对冶金热能专业的本科生毕业设计与加热炉设计人员的需要编写而成。
重点介绍冶金加热炉设计步骤及方法，以及推钢式连续加热炉、步进式连续加热炉、环形连续加热炉
、燃煤室状加热炉、换热式均热炉、热处理炉的设计实例等。
    书中编入了近年来加热炉设计中采用的一些新工艺，使本书的技术内容更为先进。
    书中介绍了大量的设计实例，并列出了常用设计标准，方便工程设计人员在工作中借鉴与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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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加热炉的初步设计1.1 设计前的原始资料设计加热炉前至少应掌握以下原始资料。
①加热炉的年产量，该项应根据车间或工厂的生产要求而制定。
②加热炉的用途和工艺操作，例如加热炉是用于加热物料还是熔炼物料，是用于进行压力加工前的金
属加热还是用于热处理金属等。
③被加热物体的外形尺寸和种类。
④加热炉的热源或燃料情况，例如电能、煤气、天然气、重油或其他各种燃料等。
⑤其他所必需的资料，如轧钢车间的具体设备布置，车间标高，有无特殊要求，都需和甲方具体协商
。
1.2 加热炉炉型的确定钢坯加热炉炉型的确定应全面考虑以下几个方面问题。
（1）加热炉类型的确定一般来说，在昼夜连续生产的轧钢车间中，加热形状规则的料坯（例如方形
断面或柱形断面钢坯），并且产量较大，应在连续加热炉中加热为宜。
其他情况可以采用炉型结构较简单、使用较灵便、产量不太大的室状加热炉进行加热。
一些特殊形状坯料，可在特定形式的加热炉中完成加热过程，如薄板垛的退火用罩式退火炉，圆柱形
的管坯在斜底炉或环形转底炉内加热。
在产量较高的现代化薄板车问，薄板坯的加热，可用链带式或辊底式等机械化炉底炉。
尺寸较大的钢锭在均热炉内加热，而尺寸特大的钢锭则用车底式加热炉加热较为方便。
另外，在连续加热炉内，合金钢或高碳钢钢锭在600°C以前加热速度应慢一些，以免钢锭产生破裂。
因此应在加热炉结构上采取相应措施，如设置中间烟道或砌筑中问隔热墙，减少烧嘴能力，以防止预
热段炉温过高。
（2）加热炉内坯料受热面的确定对室状加热炉，料坯断面小于300mm时，采用一面加热，大于500mm
时，可用三面或四面加热。
在连续式加热炉内，当坯料断面小于80mm时，可采用一面加热；大于100mm时，则采用两面加热。
此外，坯料长度小于1m时，不宜采用两面加热，因为料坯太短，架空料坯用冷却水管所占下加热面面
积的比例很大，故下面加热的作用并不显著。
相反，由于冷却水管的设置，却带来一系列的缺点。
对于一些特殊形状料坯的受热面问题，由所选定的特殊炉型来决定。
如大钢锭在均热炉中直立放置，接近于四面加热的情况，薄板坯在辊底式炉中就可以两面加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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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冶金加热炉设计与实例》是在参考以往的冶金加热炉设计教材和设计参考资料基础上，主要针对冶
金热能专业的本科。
毕业设计环节与冶金加热炉设计人员的需要编写而成，本科生及设计人员易于学习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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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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