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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铸造手册第3版共分铸铁、铸钢、铸造非铁合金、造型材料、铸造工艺和特种铸造6卷出版。
《铸造手册（第2卷）：铸钢（第3版）》为第2卷铸钢。
　　《铸造手册（第2卷）：铸钢（第3版）》共有绪论，基本知识，铸钢的分类及牌号表示方法，一
般工程与结构用铸造碳钢和高强度铸钢，铸造中、低合金钢，铸造不锈钢与耐热钢，铸造耐磨钢，铸
造特殊用钢及专业用钢，铸造用钢的熔炼，铸造用钢的炉外精炼，铸钢件的热处理，铸钢件的质量检
测12章。
分别论述了铸钢工业的发展简史、前景与展望及其应用；制备铸钢件需要的基础知识；各种铸钢的标
准、牌号、化学成分、金相组织、性能及应用特点；铸钢各种熔炼方法及其发展趋势；铸钢热处理工
艺知识以及铸钢件质量检测基础知识。
附录中列出了铸钢最新且适用的相关资料。
本手册主要供广大铸造工作者使用，也可供产品设计、科研人员及高等院校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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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2.6 炉外精炼基本知识2.6.1 炉外精炼的重要作用1.提高钢的纯净度铸钢件的内在质量与
钢液的纯净度有很大的关系。
近年来，国内外在生产高强度钢和超高强度钢方面，日益强调对钢中气体和非金属夹杂物的控制，提
出了“清洁钢”的要求。
在一般的炼钢方法中，为了清除钢液中的气体和夹杂物，是利用脱碳反应形成的钢液沸腾，为此就需
要使钢液强烈地氧化，而下一步为了除去钢液中残余的大量的氧，就需要对钢液进行脱氧，因此又产
生大量的夹杂物，这是在一般炼钢方法中难以解决的矛盾。
采用炉外精炼方法，以真空和惰性气泡来代替一氧化碳气泡的作用实现精炼过程，从而免除了采用脱
氧剂进行脱氧的工艺要求，这就从根本上改革了炼钢工艺，而所炼得的钢液在纯净度方面大幅度提高
，因而钢的力学性能，特别是韧性有很大的改善。
2.合金元素的熔炼损耗在采用电弧炉与炉外精炼相结合的炼钢工艺方法中，合金元素一般都是在炉外
精炼过程中加入的。
在真空或惰性气体作用下，合金元素的熔炼损耗极轻微，因而合金元素的收得率极高，同时也便于准
确控制钢的化学成分。
3.为冶炼超低碳钢开辟途径在一般的炼钢条件下，钢的含碳量难以降得很低。
这是由于在钢液中存在有碳一氧平衡关系。
如果要使钢的含碳量很低，则钢中的含氧量必然很高。
为此将会加重还原期脱氧的负担，并使钢的质量恶化。
采取炉外精炼技术，依靠真空和惰性气体的作用，可以做到既降低碳量，又不增加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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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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