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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现代冶金工艺学（钢铁冶金卷）》为冶金工程专业
主干课程“冶金学”钢铁冶金部分的配套教材，系统地阐述了钢铁冶金过程的基本原理与工艺，介绍
了炼铁、炼钢、连铸的新工艺、新设备和新技术。
全书分为炼铁和炼钢两篇，炼铁篇包括现代高炉炼铁工艺、高炉炼铁原料、高炉炼铁基础理论、高炉
炉料和煤气运动、高炉操作制度与强化冶炼、非高炉炼铁等内容；炼钢篇包括炼钢的基础理论、炼钢
用原材料和耐火材料、氧气转炉炼钢法、电炉炼钢、炉外处理、连续铸钢等内容。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现代冶金工艺学（钢铁冶金卷）》可作为高等院校冶金
工程专业的教学用书，也可供从事钢铁生产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以及相关专业的学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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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炼铁篇1 现代高炉炼铁工艺1.1 高炉炼铁生产流程1.2 高炉本体及主要构成1.2.1 高炉内衬1.2.2 高炉
冷却设备1.2.3 高炉附属系统1.2.4 高炉区域划分1.3 高炉冶炼产品1.3.1 生铁1.3.2 高炉渣1.3.3 高炉煤气1.4 
高炉技术经济指标思考题2 高炉炼铁原料2.1 铁矿石和燃料2.1.1 铁矿石2.1.2 熔剂2.1.3 高炉燃料2.2 烧结
矿2.2.1 烧结矿质量指标2.2.2 烧结过程及主要反应2.2.3 烧结矿固结机理2.2.4 强化烧结过程分析2.2.5 烧结
新工艺2.3 球团矿2.3.1 球团矿质量指标2.3.2 矿粉造球过程2.4 其他固结方法2.4.1 压力造块法2.4.2 黏结剂
固结法2.4.3 其他方法思考题3 高炉炼铁基础理论3.1 高炉内还原过程3.1.1 铁氧化物的还原3.1.2 其他元素
的还原3.1.3 直接还原与间接还原3.1.4 铁矿还原动力学3.2 渗碳和生铁的形成3.3 造渣与脱硫3.3.1 造渣的
目的和作用3.3.2 高炉造渣过程3.3.3 高炉渣对冶炼的影响3.3.4 高炉脱硫思考题4 高炉炉料和煤气运动4.1 
炉缸反应4.1.1 炉缸燃烧反应机理4.1.2 炉缸燃烧反应过程4.1.3 燃烧带对高炉冶炼过程的影响4.1.4 下部调
剂原理4.1.5 风口区理论燃烧温度4.2 煤气运动4.2.1 煤气上升过程中的变化4.2.2 高炉热交换4.3 炉料运
动4.3.1 炉料下降4.3.2 高炉料柱压差4.3.3 改善料柱透气性4.3.4 改善煤气流分布4.3.5 上部调剂原理4.4 高
炉能量利用分析4.4.1 高炉能量利用计算4.4.2 高炉操作线图及其应用⋯⋯炼钢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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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11.3.2.6 出钢传统电炉炼钢冶炼工艺中，钢液经氧化、还原后，当化学成分合格、温度
合乎要求、钢液脱氧良好、炉渣碱度与流动性合适时即可出钢。
因出钢过程的钢、渣接触可进一步脱氧与脱硫，故要求采取“大口、深冲、钢渣混合”的出钢方式。
传统电炉老三期冶炼工艺操作集熔化、精炼和合金化于一炉，包括熔化期、氧化期和还原期，在炉内
既要完成废钢的熔化，钢液的脱磷、脱碳、去气、去除夹杂物以及升温，又要进行钢液的脱氧、脱硫
、合金化以及温度、成分的调整，因而冶炼周期很长。
这既难以满足对钢材越来越严格的质量要求，又限制了电炉生产率的提高。
11.3.3 现代电炉炼钢冶炼工艺现代电炉冶炼已从过去包括熔化、氧化、还原精炼、温度和成分控制以
及质量控制的炼钢设备，变成仅保留熔化、升温和必要精炼功能（脱磷、脱碳）的化钢设备，而把那
些只需要较低功率的工艺操作转移到钢包精炼炉内进行。
钢包精炼炉完全可以为初炼钢液提供各种最佳精炼条件，可对钢液进行成分、温度、夹杂物、气体含
量等的严格控制，以满足用户对钢材质量越来越严格的要求。
尽可能把脱磷甚至部分脱碳提前到熔化期进行，而在熔化后的氧化精炼和升温期只进行碳的控制和不
适宜在加料期加入的较易氧化而加入量又较大的铁合金的熔化，对缩短冶炼周期、降低消耗、提高生
产率特别有利。
电炉采用留钢留渣操作，熔化一开始就有现成的熔池，辅之以强化吹氧和底吹搅拌，为提前进行冶金
反应提供良好的条件。
从提高生产率和降低消耗方面考虑，要求电炉具有最短的熔化时间和最快的升温速度以及最少的辅助
时间（如补炉、加料、更换电极、出钢等），以期望达到最佳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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