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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钢铁冶金的环保与节能》自2006年由冶金工业出版社出版以来，受到钢铁冶金专业的大专院校师生
和一些钢铁公司、冶金环保企业的关注，并有幸被一些院校和企业选作大学生或职工培训的教材。
到2009年9月，本书第一版共印刷4次，印数7000册，实在超出编者所料。
在此首先向广大读者表示由衷的感谢！
本书初版出版以来，我国钢铁行业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我国钢铁产品升级取得重大成绩，汽车用钢、电工钢、铁道用钢、管线钢、不锈钢等技术含量高的钢
材品种的研制和生产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并完善了生产工艺与使用规范、标准；钢铁行业把系统节能
作为指导方针，加快了节能减排技术的研究与应用，初步建成了具有一定示范意义的新一代可持续钢
铁流程企业——京唐钢铁公司；干熄焦、高炉煤气干式除尘、转炉煤气干式除尘（“三干”）节能环
保技术的大力推广应用对我国钢铁企业的节能、节水、减排和资源的循环利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烧
结烟气脱硫也从无到有，逐渐推广。
近年来，国家发布了一系列环境保护和循环经济方面的法律，钢铁行业相关的环境保护国家标准也在
不断完善。
钢铁行业清洁生产系列标准、《钢铁工业发展循环经济环境保护导则》已经发布，《钢铁工业污染物
排放标准》系列标准正在征求意见或即将发布。
这些措施为环保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法律的保障。
为了反映我国钢铁冶金的环保与节能方面的进步，编者在第一版的基础上对本书进行了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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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钢铁冶金的环保与节能（第2版）》共分9章，简要介绍了环境保护的基本知识，讨论了钢铁冶
金工艺过程的环境问题以及各种污染物的产生及处理方法，包括钢铁生产中的水污染与水处理、钢铁
生产中的尾气处理、炉渣的处理与利用、尘泥的处理与利用以及噪声污染控制等。
在节能部分介绍了能量利用过程热力学分析方法、钢铁生产中的节能工艺以及生态冶金的概念和生命
周期评估（LCA）方法的基本原理以及钢铁联合企业各环节的节能工艺和技术，如干熄焦、高炉煤气
回收、转炉煤气回收和钢渣热能回收等。
书中引用了国内外钢铁冶金环保和资源利用方面的最新文献，着重从冶金物理化学的观点分析了冶金
废弃物的资源化问题和能源利用的效率问题，也从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的角度探讨了钢铁冶金未来的
发展前景。
　　《钢铁冶金的环保与节能（第2版）》可作为大专院校冶金工程专业和相关专业学生的教材和参
考书，亦可供钢铁企业和科研院所从事钢铁冶金生产和环保事业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科研人员及管理工
作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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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环境是指以人类社会为主体的外部世界的总体，主要指人类已经认识到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人类
生存和社会发展的周围世界。
环境的中心事物是人类的生存及活动，它具有整体性与区域性、变动性与稳定性、资源性与价值性等
基本特征。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对环境的内涵叙述如下：“本法所称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
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
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
环境可分为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等。
（1）自然环境。
自然环境是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人类的一切自然形成的物质、能量和自然现象的总体。
是人类赖以生存、生活和生产所必需的自然条件和资源的总称，即阳光、温度、气候、地磁、空气、
水、岩石、土壤、动植物、微生物以及地壳的稳定性等自然因素的总和。
（2）人工环境。
由于人类的活动而形成的各种事物，包括人工形成的物质、能量和精神产品以及人类活动中所形成的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人工环境由综合生产力（包括人）、技术进步、人工建筑物、人工产品和能量、政治体制、社会行为
、宗教信仰、文化与地方因素等形成。
人类生存的环境可按由小到大、由近及远分为聚落环境、地理环境、地质环境和宇宙环境。
这些规模、性质不同的环境相互交叉、转化，形成一个庞大的系统。
（1）聚落环境。
聚落环境是人类有计划、有目的地利用和改造自然环境而创造出来的生存环境，它与人类生活和工作
关系最密切、最直接。
人生大部分时间是在聚落环境中度过的。
聚落环境的发展为人类提供了越来越方便而舒适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同时也因聚落环境中人口密集、
活动频繁而造成环境污染。
（2）地理环境。
地理环境是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两个部分的统一体。
自然地理环境是由岩石、土壤、水、大气、生物等自然要素有机结合而成的综合体；人文地理环境是
人类社会、文化和生产活动的地域组合，包括人口、民族、政治、社团、经济、交通、军事、社会行
为等许多成分，它们在地球表面构成的圈层称为人文圈。
（3）地质环境。
地质环境为人类提供了大量的生产资料——矿产资源。
随着生产的发展，大量矿产资源引入地理环境，在环境保护中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
地质环境与地理环境是有区别的，地质环境是指地表以下的地壳层，而地理环境主要指对人类影响较
大的地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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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钢铁冶金的环保与节能(第2版)》由冶金工业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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