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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铜加工业发展迅速，许多企业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和自主创新，整体实力显著
增强，一大批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装备得到推广和应用，许多高精尖产品不但满足了国内经
济建设的需要，而且大量出口国外。
2004年我国已成为世界铜加工材生产和消费第一大国，其中铜及铜合金棒、线材是铜加工产品中市场
需求量最大的品种之一，占铜材总量的一半以上，年产300多万吨，此外还有电力、电讯等专用棒、线
材100多万吨。
同时，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我国铜加工工业尤其是铜及铜合金棒、线材生产技术与国际先进水平相
比还有较大差距，特别是自主创新能力方面还较低，技术积累相对薄弱。
为此，作者在总结了长期以来在生产第一线从事铜及铜合金棒、线材生产的实际经验与研发工作的基
础上，参考和吸收了国内外有关方面的研究成果和经验，编写了本书，以期对我国铜及铜合金棒、线
材生产技术的发展有所裨益。
本书详细介绍了铜及铜合金棒、线材生产工艺、技术、设备与质量控制等。
内容主要包括：绪论，铜及铜合金棒、线材熔炼技术，铜及铜合金棒、线材铸造技术，铜及铜合金棒
、线材轧制技术，铜及铜合金棒、线材挤压技术，铜及铜合金棒、线材拉拔技术等。
在内容组织与结构安排上，本书力求理论联系实际，切合生产实际需要，突出实用性、先进性和行业
特色，为广大读者提供一本实用的技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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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铜及铜合金棒、线材生产技术》是《现代铜加工生产技术丛书》之一，详细、系统地介绍和论述了
铜及铜合金棒、线材生产工艺、技术、设备与质量控制等。
全书共分6章，内容包括：绪论，铜及铜合金棒、线材熔炼技术，铜及铜合金棒、线材铸造技术，铜
及铜合金棒、线材轧制技术，铜及铜合金棒、线材挤压技术，铜及铜合金棒、线材拉拔技术等。

《铜及铜合金棒线材生产技术》可供从事铜及铜合金棒、线材生产的工程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阅读，
也可供从事有色金属材料与加工的科研、设计、教学、生产和应用等方面的技术人员与管理人员使用
，同时可供企业技工培训和大专院校有关专业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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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居敏刚，江苏省常州市武进人。
1987年进入原常州冶炼厂，从事由德国引进的连铸连轧生产线产品检验工作。
2002年，进入苏州吴江桦都铜业有限公司，从事国产连铸连轧生产线产品检验及技术管理工作；2004
年，进入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从事由美国引进的连铸连轧生产线产品技术工作。
参编《铜加工技术实用手册》（冶金工业出版社，2007年）。
李耀群，1962年毕业于北京钢铁学院（现北京科技大学）压力加工专业。
教授、高级工程师。
现任高新张铜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总监、中国有色金属加工工业协会理事、江苏省高级技术职称评审委
员会委员。
曾任北京冶金研究所副总工程师、北京铝箔厂厂长、北京京圣工业技术开发公司总工程师、中国信息
协会有色分会常务理事等。
先后率团访问日本、英国、俄罗斯、法国、德国等国家的有色金属加工企业。
主持“超高强度不锈钢”等科研项目获北京市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参加“内螺纹铜管”标准制定，2005年被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授予“有色金属标准化特殊
贡献者”称号。
在有关刊物上发表论文、译文100多篇，出版著作《多辊轧机冷轧技术》、《现代铜加工生产技术丛书
》等8部，参与《铜加工技术实用手册》编写并担任编写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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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1铜及铜合金棒、线材生产技术与设备的发展历史金属铜的加工具有悠久的历史，考古资料
证实，铜是人类认识、开采、加工、使用最早的金属，远在一万年以前，西亚就用铜来制作装饰品。
公元前2500年，锡青铜的开发，使铜的硬度大为提高，为铜的使用打开了广阔的空间。
而我国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也是最早应用铜的国家之一。
我国在夏代就进入了青铜时代，商、周是青铜文化的鼎盛时期，从出土的大量文物表明，当时的青铜
冶炼、加工技术已处于世界最高水平。
铜棒、线材的加工技术也在这个时期形成了雏形。
当时我国劳动人民就可以采用简单的工具手工拉伸青铜线，用于族长、贵族头盔的装饰；而生产的青
铜武器（如青铜剑、铜锥等）也是铸造青铜材料加工的佐证。
而最早出现的是用黏土制模的铜铸造的技术，也一直延续到今天。
进入20世纪，随着大规模铜冶炼技术的产生，促进了世界范围内铜棒的加工技术的进步。
以工频熔炉的出现为转折点，先后发明了上引、下引、水平连铸等铜棒坯料加工方法，相对于模具铸
造加工过程提高了生产效率；以挤压技术和联合拉拔设备的在铜棒材生产中的运用为标志，淘汰了落
后的锻造加工工艺，使铜棒材在质量、外观、产量等方面有了质的飞跃。
大吨位挤压机的发展，提高了棒材的生产效率。
同时反向挤压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普及，又提高了铜棒材的质量。
其他的挤压技术，如静液挤压、冷挤压、等温挤压也在工业中得到运用，使企业加工产品时有了更多
的设备选择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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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铜及铜合金棒、线材生产技术》由冶金工业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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