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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感应炉冶炼工艺技术》论述了不锈钢、双相不锈钢、模具钢、高速工具钢、高锰钢、耐热气阀钢、
高氮钢、电热合金、耐蚀合金、软磁合金、高温合金等特殊钢与合金的感应炉、真空感应炉、增压感
应炉，以及电渣重熔的冶炼工艺要点和操作要点；介绍了合金元素的精确控制、微量元素的控制、钢
液的精炼、高纯合金的冶炼、相成分的控制、焊缝热裂纹的控制，以及钢锭组织的细化与均匀化等工
艺技术。
内容涵盖炼钢、金属材料的加工与热处理。

　 《感应炉冶炼工艺技术》适于从事特殊钢生产和金属材料研制的工程技术人员阅读，也可供高等院
校相关专业的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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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铁铬铝电热合金的冶炼工艺及操作要点
　14.3.1 铁铬铝电热合金的冶炼方法及其评价
　14.3.2 中频感应炉冶炼铁铬铝电热合金的工艺操作要点
　14.3.3 电渣重熔铁铬铝电热合金的工艺操作要点
　14.3.4 真空感应炉冶炼铁铬铝电热合金的工艺操作要点
第15章 高纯铁铬铝合金的冶炼
　15.1 高纯铁铬铝合金概况
　15.1.1 高纯铁铬铝合金的含义
　15.1.2 汽车尾气净化器的工作原理
　15.1.3 净化器用载体材料的技术要求
　15.1.4 高纯铁铬铝合金的化学成分
　15.1.5 高纯铁铬铝合金的基本性能
　15.2 合金元素在高纯铁铬铝合金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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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1 铬和铝元素的作用
　15.2.2 稀土元素的作用
　15.2.3 钛、铌、锆元素的作用
　15.3 真空感应炉冶炼高纯铁铬铝合金的工艺操作要点
　15.3.1 真空感应炉炉子容量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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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1 耐蚀合金的含义
　16.1.2 耐蚀合金的分类、化学成分及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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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1 镍元素的作用
　16.2.2 铬元素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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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4 铜元素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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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7 钨、钴、钒元素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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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2 耐蚀合金适用的冶炼方法
　16.4.3 低硫耐蚀合金的冶炼操作要点
　16.4.4 极低碳、硅耐蚀合金的冶炼操作要点
　16.4.5 耐蚀合金电渣重熔工艺要点
　16.4.6 耐蚀合金的稳定化处理
第17章 铁镍系软磁合金的冶炼
　17.1 铁镍系软磁合金概况
　17.1.1 软磁合金的含义
　17.1.2 铁镍系软磁合金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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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感应炉冶炼工艺技术>>

　19.1 原材料在感应炉冶炼中的重要性
　19.1.1 原材料为生产优质冶金产品提供物资基础
　19.1.2 原材料的纯度可以弥补冶炼精炼能力的不足
　19.2 感应炉冶炼用原材料
　19.2.1 冶炼用的纯金属材料
　19.2.2 冶炼用铁合金
　19.2.3 脱氧剂和微合金化用合金
　19.2.4 冶炼用造渣材料
参考文献
　　

Page 1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感应炉冶炼工艺技术>>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1.铬元素的作用铬元素在马氏体镍铬不锈钢中的作用，与在马氏体铬不锈钢中的作用
相似。
铬与镍、碳等元素匹配，保持钢在高温下处于奥氏体状态，经淬火得到马氏体；另外，铬保持钢的不
锈性和耐气蚀性能。
这是铬在钢中的主要作用。
2.钼元素的作用马氏体镍铬不锈钢中，加入质量分数为0.50%～3.0%钼的作用如下：首先，加入钼可减
缓回火过程碳化铬的析出速度，提高钢的回火稳定性。
其次，钼可以提高钢的强度，同时不降低韧性，有利于改善耐气蚀性能和耐磨蚀性能。
但是，钼含量过高会促进铁素体形成而产生不利影响。
4.2.4 氮元素的作用氮元素是马氏体镍铬不锈钢中重要合金化元素。
氮在超低碳和超级马氏体钢中日益显现它的重要作用。
归纳起来氮在马氏体钢中的作用有以下几个方面。
1.以氮代碳保持钢在高温时呈现奥氏体状态在马氏体镍铬不锈钢中，随着含碳量的降低，为了保持高
温下具有奥氏体组织，淬火后得到马氏体，就需要补充相应数量的奥氏体形成元素，氮就是最理想的
补充元素。
因为，氮的奥氏体形成能力与碳相同；氮对钢的强化作用大于碳；氮还可以弥补碳的不利影响，如改
善耐蚀性和焊接性等。
氮不仅可以替代碳对钢在高温时的组织结构作用，还能替代碳在淬火后形成马氏体过程中的作用。
含氮的低碳钢，淬火后除形成板条状低碳马氏体外，同样还会形成颗粒更细的、强度和韧性更高的氮
马氏体组织。
这种氮马氏组织使回火钢具有更为优良的综合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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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感应炉冶炼工艺技术》既有炼钢学科的内容，又有金属材料学科的内容。
希望《感应炉冶炼工艺技术》能起到使读者学习“冶金材料学”知识的作用。
《感应炉冶炼工艺技术》编写的日的就是希望炼钢工作者通过学习《感应炉冶炼工艺技术》，扩展金
属材料学科知识，通过对冶炼品种广义成分（包括化学成分、钢的洁净性、铸锭组织的均匀性及结晶
结构等）的控制，达到控制钢的组织结构；然后通过钢的组织结构去控制钢的性能，最终得到满意的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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