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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薄板坯连铸连轧钢的组织性能控制》全面、系统地介绍和论述了薄板坯连铸连轧从冶炼、连铸
到热轧和层流冷却的全过程以及产品组织性能的特征分析与控制。
全书包括概论，薄板坯连铸连轧钢的冶金质量控制，薄板坯连铸连轧钢的轧制工艺控制，层流冷却工
艺控制与钢的组织连续冷却转变，薄板坯连铸连轧典型钢种的变形抗力及模型，薄板坯连铸连轧低碳
钢的组织细化，CSP工艺低碳钢的组织及控制，薄板坯连铸连轧钢在高温区的第二相粒子析出，薄板
坯连铸连轧钢中氮化物析出形态与机制，微合金元素碳、氮化物和弥散沉淀，薄板坯连铸连轧钢的强
化机制，低碳高强度钢中的纳米铁碳析出物及其对钢力学性能的影响，薄板坯连铸连轧钢的组织与性
能特征等。
　　《薄板坯连铸连轧钢的组织性能控制》可供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有关专业的师生、研究人员阅读
，也可供钢铁冶金、连铸和轧钢生产企业的工程技术人员阅读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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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记载提供了有关CSP流程薄板生产的大量数据和初步分析观察结果，为进一步发展这一技术，并
为我国新建的类似生产线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和研究对象。
全书包括：概论，薄板坯连铸连轧钢的冶金质量控制，薄板坯连铸连轧钢的轧制工艺控制，层流冷却
工艺控制与钢的组织连续冷却转变，薄板坯连铸连轧典型钢种的变形抗力及模型，薄板坯连铸连轧低
碳钢的组织细化等，适合钢铁工业从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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