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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容提要
本书综合地对金属熔体（二元系金属熔体、三元系金属熔体）、炉渣熔体
（关于炉渣结构的共存理论、三元系炉渣熔体、多元熔渣的氧化能力、渣钢间
锰的分配平衡、多元熔渣的脱硫能力、多元熔渣的脱磷能力、炉外精炼过程
中钢液脱氧的最佳碱度）、熔盐和熔锍（熔盐作用浓度计算模型的初探、熔锍
作用浓度计算模型的初探）、冶金熔体热力学性质总结及计算方法和程序进
行了全面论述，是作者多年来研究成果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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