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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c透气性 耐火材料的透气性的大小可以用透气系数来表示，即在10Pa的压力差下
，1h通过厚度为1m的面积为1m2耐火材料的空气量。
 透气系数通常用来表征耐火材料透气性能的指标，对一般耐火材料来说，制品的透气性越小越好。
但是在特殊的情况下，却需要具有一定的透气性。
如用氩气通过透气砖，对钢液进行净化处理，这种制品的透气性就被看作主要性能指标之一。
 d体积密度 材料的干燥质量与材料总体积之比称为体积密度。
体积密度大的耐火耐火砖，内部很致密，气孔率低，同时抵抗炉渣侵蚀的能力较强。
 e真比重 真比重是指耐火材料的单位体积（不包括气孔体积）所具有的质量。
真比重经常作为鉴定耐火材料的纯度和耐火原料及制品烧结程度的依据。
 f常温耐压强度 它是指耐火制品在常温下，单位面积上所能承受的最大压力。
常温耐压强度是评定耐火材料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
耐火制品应该具有较高的强度，是因为耐火制品不仅要经受砌体结构的静荷重作用，还要承受撞击、
磨损、冲刷等机械作用。
一般耐火制品的耐压强度要求不小于10～15kg，但实际上大多数耐火材料的耐压强度都在15kg以上。
对耐火材料常温耐压强度的要求，一般比实际使用时的实际负荷要高得多。
例如耐火砖在冶金炉窑上所承受的实际负荷一般不超过98～196kPa，炉顶砖不超过392～490kPa。
 g弹性变形 弹性变形是用于分析耐火制品在使用过程中受热时所产生的应力和应变特性的。
弹性变形与耐火制品的热稳定性有直接关系，弹性变形越大，热稳定性越好，即表示缓冲因热膨胀所
产生的应力的能力。
 h热膨胀 耐火制品和一般物体一样，受热或冷却都会产生热胀冷缩的现象，称为热膨胀。
 耐火制品的热膨胀直接影响到制品的热震稳定性，热膨胀越大，热震稳定性越差。
热膨胀值的大小也决定炉体砌筑时必须要留有一定的膨胀缝，否则就会使炉体在烘烤时因砌体膨胀而
开裂或崩塌。
 由多种矿物组成的耐火制品，在受热过程中，不同温度范围产生不均等的热膨胀。
因此在制品内部也常出现不均等的膨胀，产生膨胀应力，这是造成耐火制品开裂甚至损坏的重要原因
。
 i导热性 耐火材料的导热能力用导热系数来表示。
导热系数越大则耐火材料的导热能力愈大。
 j导电性 在低温下，除碳质、石墨黏土质、碳化硅质等耐火材料有较好的导电性外，其他耐火材料都
是电的绝缘体。
但在温度升高时则开始导电，在1000℃以上其导电性能提高特别显著。
在耐火材料用作电炉内衬和电的绝缘材料时，这种性质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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