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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金属是指自然界中至今已发现的一百多种元素中，具有良好导电、导热和可锻性能的元素。
金属种类繁多，通常分为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两大类。
黑色金属指铁、锰、铬及它们的合金；有色金属指除铁、锰、铬以外的所有金属。
有色金属的分类，各个国家并不完全相同，通常按其密度、价格、在地壳中的储量及分布情况、被人
们发现和使用的早晚等分为四类，即重有色金属、轻有色金属、贵金属和稀有金属。
冶金学是研究人类从自然资源中提取有用金属的科学。
从人类最早使用金属到今天，已有数千年历史。
金属的生产和使用，开创了人类文明的历史。
在近一百多年的现代工业生产发展中，冶金工业作为一门基础材料工业，发挥了重大作用，冶金学也
逐步完善为一门主要以热力学为理论基础的、独立的专业学科。
笔者及其课题组成员多年从事有色金属的生产、教学与科研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技术资料
。
本书结合我国有色金属的实际状况，主要论述了具有代表性的金属铜、铅、镁、铝、金、银和钛的基
本知识及冶炼过程的原理和实践等，旨在促进我国有色金属工业的发展。
本书可供从事有色金属研究和生产一线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也可作为高等工科院校学生的教学参考
用书。
笔者衷心希望此书能够为上述人员提供帮助。
但由于学术水平有限，书中一定存在疏漏和不足之处，真诚地希望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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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结合国内外的生产实践与科学研究，系统地介绍了铜、铅、镁、铝、金、银和钛等重要有色金属
的基本知识与冶炼工艺，重点对国内外先进的生产线进行了充分阐述。
同时，为提高技术人员处理实际生产问题的能力，本书对有色金属的冶金实践也进行了针对性很强的
介绍。
     本书可供从事有色金属研究和生产一线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也可作为高等工科院校学生的教学参
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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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反射炉用耐火砖衬里，一端有加热用的燃烧器，另一端有排出炉气的烟道，由精矿或焙砂、返
料、熔剂等组成的混合炉料通过炉顶两侧的加料口加入，在炉中形成料坡，料坡浸入熔池中，并紧靠
在炉墙和炉底的内表面上，燃料在炉内炉料的表面燃烧，从而使炉料加热、熔化、造渣和形成冰铜。
反射炉熔炼冰铜由下列几个过程组成：（1）燃料的燃烧；（2）气体的流动；（3）气体与炉墙、炉料
、炉顶、熔池熔体表面之间进行热交换；（4）炉料的加热、熔化和物理化学变化；（5）熔体产物的
运动与澄清分离。
上述过程既紧密联系又互相制约，最重要过程的规律决定反射炉的熔炼性质和各项指标。
2.4.1反射炉熔炼的基本原理2.4.1.1反射炉熔炼冰铜的特点（1）炉料立即进入1773～1823K的高温区，在
加入的地方很快熔化。
因此，炉料应预先混合好，粒度小于3-5mm，以获得好的熔炼技术经济指标。
（2）炉内为微氧化性或中性气氛。
为使炉内获得较高的温度，燃料燃烧在有限过量空气下进行，约10％～15％。
（3）热利用率低。
反射炉熔炼时，炉气不穿过炉料，仅从它的表面流过，因而与炉气接触的只是炉料的少部分，使热的
利用率大约只有259／6～309／6。
（4）炉气含氧量小，一般小于1.59／6，且与炉料的接触有限。
故熔炼时，气体与炉料不发生明显的化学作用，主要是固体炉料与液体炉料之间的相互反应。
（5）炉料沿侧墙形成料坡，使炉墙不受渣的腐蚀。
2.4.1.2 炉料的加热、熔化和冰铜、炉渣的形成。
反射炉熔炼的燃料在由炉顶、炉墙、料坡和熔池表面组成的炉子空间中燃烧。
燃料燃烧产生的大量高温气体，作为主要的载热体把热传给炉顶、炉墙、料坡和熔池表面。
反射炉内的炉料靠高温炉气的辐射与对流、炽热炉顶和炉墙以及过热熔体的辐射传热熔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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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有色金属冶金工艺》是由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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