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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从1953年末开始生产43型钢轨，起初是沿用前苏联的钢种、型号和生产工艺。
为了适应我国的具体情况，鞍钢首先进行了技术规程的修改和试验研究，并将研究成果纳入了规程，
应用于生产。
随着钢轨生产和使用要求的不断提高，钢轨的型号逐步增大，1955年末开始生产50型钢轨，1989年60
型钢轨进行批量生产。
几十年来，我国钢轨的生产与科研主要围绕着两个方面，其一是减少结疤、裂纹、分层、低倍组织等
钢质不良缺陷；其二是提高钢轨的耐磨、耐压性能而进行新成分钢轨的研制。
开始生产钢轨时由于缺乏生产和管理经验，成品钢轨的结疤、裂纹等钢质不良缺陷严重，随着生产经
验的积累、操作技术和科技水平的提高，钢轨的一级品率逐年上升，曾达到88．2％，结疤和裂纹等缺
陷逐年减少。
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期间钢轨质量又一度变差。
之后，加强了生产管理，重视科研工作，钢轨的一级品率又逐年上升，到1965年达到96％以上，达到
了国际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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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钢轨生产与使用》共分4章，系统地介绍了钢轨生产技术的发展、钢轨的冶炼、轧制及不同钢
种钢轨的技术开发过程和质量控制。
第1章介绍了钢轨生产的沿革，国外钢轨生产技术的发展和我国钢轨生产技术的发展。
第2章的主要内容是中国钢轨生产技术回顾，简单介绍了钢轨的熔炼与钢锭的浇铸，钢锭的加热及初
轧机开坯轧制，钢坯表面缺陷清理及加热，轨梁轧机轧制及轧制缺陷调整，以及多年来对钢轨钢质不
良的试验研究结果和钢轨使用过程中的破损。
第3章主要介绍了现代钢轨生产技术，其中包括吹氧转炉冶炼及大方坯连铸；步进式加热炉及钢坯加
热；钢轨的轧制，钢轨轧机及其典型布置，钢轨的万能轧机轧制；钢轨的轧后处理，钢轨的矫直，钢
轨轨头淬火；钢轨的检测技术，钢轨的平直度检测和钢轨残余应力检测。
第4章主要介绍了钢轨新钢种开发，包括中锰钢轨开发、高硅钢轨开发及SiMnV特级耐磨钢轨的开发。
《钢轨生产与使用》可供钢轨生产厂及使用部门的科研和技术人员阅读，也可供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师
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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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根据国外的使用经验，随着运输量的增加，每天平均运量在4万t以上的小半径曲线地段应该铺
设特级耐磨钢轨。
特级耐磨钢轨是指极限强度大于1079 MPa的合金钢轨，在国外这种钢轨还用于时速120-300 km的线路
和轴重大的弯道上。
高强度合金钢轨一般对缺口都比较敏感，因此对待有明显外伤和内伤的这种钢轨，在使用过程中应当
密切注意。
近年来不少国家研制并积极生产特级耐磨钢轨。
值得指出的是，各国选用的合金元素极不一致，例如有的用铬、铬锰、铬钼、铬硅、铬钼硅、铬钼钒
，有的用硅锰，也有选择多元素综合利用的。
发展特级耐磨钢轨到底选择哪些合金元素最为合适，这首先要着眼于经济问题，应当从本国的合金元
素资源和来源考虑。
由于各国合金元素的资源和来源不同，所以选用的合金元素也不一致。
如美国、俄罗斯、加拿大等国铬的资源丰富，就着重发展以铬为主的特级耐磨钢轨；美国的钼矿较多
，有条件研制含钼的钢轨；德国也发展含铬的特级耐磨钢轨。
实践证明含铬的特级耐磨钢轨是成功的，在德国和俄罗斯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工业生产，并取得了显著
的经济和技术效果，如在德国的克虏伯钢铁公司，生产了含铬0．7％一1．2％、极限强度为1079 MPa
以上的特级耐磨钢轨，铺设结果表明，它的耐磨性能比A类耐磨钢轨提高一倍；俄罗斯生产了含铬0
．5％～1．0％的钢轨，使用寿命比碳素轨提高一倍半。
美国在普通碳素钢轨的基础上加入铬0．6％～1．15％、钼0．18％～0．28％和少量的钒，铬钼钢轨的
极限强度为98l一1177 MPa。
澳大利亚也试验了合金钢轨。
日本文献介绍了合金钢轨，强度极限为10l0～1226 MPa。
德国的克虏伯钢铁公司又研制了一种极限强度为1373 MPa的新型钢轨，它的化学成分（质量分数）是
碳0．3％、锰0．4％、硅0．3％、铬3．0％、钼0．5％，显微组织为贝氏体，根据铺设情况，这种钢
轨具有较高的耐磨、抗压和疲劳性能，同时还有较高的断裂安全系数和良好的可焊性。
如果把最近国外研制的特级耐磨钢轨，按碳含量来分，有高碳、中碳和低碳三类，其中最多的是高碳
类。
各国特级耐磨钢轨的成分和力学性能见表l一2。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钢轨生产与使用>>

编辑推荐

《钢轨生产与使用》由冶金工业出版社出版。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钢轨生产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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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