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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十年来，我国的钢铁工业持续高速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全国产钢能力从十多年前的1亿吨，发展到目前的6亿吨左右。
钢铁生产流程的主流装备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并立足于国内制造。
钢铁材料实物质量的稳定提高、产品结构的进一步优化需要大批钢铁冶金的应用型人才。
因此，本着理论联系实际、强调基本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重视工艺操作、注重实用性、突出应用的原
则，在认真研究了冶金工程专业教学大纲的基础上，为提高学生理论分析能力和培养实际操作能力而
编写本书。
本书是冶金行业“十一五”规划教材。
根据冶金工程专业特点，本书重点介绍了炼钢原理、炼钢原材料、气体射流与熔池的作用、转炉炼钢
工艺制度、复吹转炉炼钢、溅渣护炉、炼钢生产计算机控制、电炉炼钢、现代电炉炼钢技术等内容。
铁水预处理和炉外精炼、连续铸钢的相关内容则在另外两本规划教材《炉外处理》、《连续铸钢》中
介绍，三本教材可以配套使用。
本书由雷亚、杨治立、任正德、孙亚琴、周书才编著。
全书共12章，其中，第1、6、9、12章由雷亚编写，第2章由周书才编写，第3～5章由孙亚琴编写，第7
、8章由杨治立编写，第10、11章由任正德编写，全书由雷亚统稿。
郑沛然审阅了全稿，并提出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使本书的内容更加严谨。
同时，在本书编写过程中得到，台金同行的大力支持，引用了他们部分公开发表的资料，编者在此表
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时间紧迫、经验不足，加之编者水平有限，书中如有不妥和疏漏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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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炼钢学》根据冶金工程专业特点，介绍了炼钢原理、炼钢原材料、气体射流与熔池的作用以及
转炉炼钢工艺制度、复吹转炉炼钢、溅渣护炉、炼钢生产计算机控制、电炉炼钢、现代电炉炼钢技术
等内容。
　　《炼钢学》在吸收冶金类相关教材精华的基础上，注重教材内容的针对性和实用性，未介绍一些
与冶金原理、冶金传输课程重复的内容，充分照顾到应用型本科学生的实际接受能力，强调应用型人
才的培养目标，面向现场应用；加强了与专业关系密切的内容，紧密结合钢铁冶金前沿新技术补充有
关内容，将最新科研成果融入《高等学校规划教材·炼钢学》体系中，充实和丰富了教学内容。
　　《炼钢学》是冶金行业“十一五”应用型本科学校冶金工程类专业规划教材，也可作为冶金工程
技术人员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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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吹供气的射流4.2 气体射流与熔池的相互作用4.2.1 顶吹氧射流与熔池的相互作用4.2.2 底吹气体对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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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5.4.1 造渣的定义、目的和要求5.4.2 炉渣的形成5.4.3 石灰的溶解机理及影响石灰溶解速度的因素5.4.4 
快速成渣的措施5.4.5 成渣路线5.4.6 造渣方法5.4.7 渣料加入量计算5.4.8 渣料加入时间5.4.9 泡沫渣5.5 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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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据报道，全世界2008年产钢13.297亿吨。
到目前为止，氧气转炉仍然是炼钢的主要方法，其中转炉钢及电炉钢产量占90％。
近20余年，全世界电炉炼钢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中期，欧洲各国、美国、日本、韩国、马来西亚、中国等国家纷纷建设超高功率电炉炼
钢一炉外精炼一连铸一连轧四位一体的短流程生产线。
近年来，电炉钢比例与日俱增，电弧炉炼钢工艺发展很快，在美国、意大利等国，电弧炉炼钢产量已
超过氧气转炉炼钢产量。
21世纪电炉炼钢工艺的基本指导思想是高效、节能、低消耗、环保。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现代电炉发展了诸多先进技术，如电炉的超高功率化、强化供氧、废钢预热、人
工智能优化供电等技术，大大提高了电炉的生产率，降低了电耗和电极消耗，节省了能源，降低了生
产成本，改善了熔池的搅拌性能和冶金性能。
当前，转炉炼钢仍然是世界炼钢的主要方法，最近20年来，转炉炼钢技术的进步主要是采用了转炉铁
水预处理、长寿转炉、长寿复吹、复吹转炉强化冶炼等先进技术，使转炉的炉龄、冶炼时间等指标大
大提高。
为了满足市场的需求，要求转炉生产技术进一步发展，重点应解决以下问题：全面推广铁水脱硫预处
理工艺，基本实现100％铁水脱硫；尽快解决目前转炉回硫较严重的问题，充分发挥铁水预处理的效果
；在大、中型转炉上推广高效复吹转炉冶炼技术；进一步提高转炉的生产能力；开发和推广转炉全自
动吹炼技术及转炉冶炼高合金钢生产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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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炼钢学》：高等学校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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