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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镁冶炼及镁合金熔炼工艺（第2版）》结合镁及镁合金生产企业的实际情况和近年来的技术进展，
较详细地阐述了从镁冶炼到镁合金熔炼程中各个环节的工艺技术、设备等。

　　
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系统地介绍了硅热法和电解法炼镁的生产工艺、基本原理、设备及实际操作、
粗镁的精炼等；下篇详尽地介绍了镁合金熔炼的基本原理，镁合金生产用设备及安全技术与操作，镁
合金的生产工艺流程，镁合金生产过程防氧化及燃烧的方法，镁合金熔体的净化与变质处理，镁合金
的浇注方法及工艺，镁合金的质量控制和常见缺陷及防止方法，镁合金废料的回收与再利用等。

　　 《镁冶炼及镁合金熔炼工艺（第2版）》可为从事镁及镁合金研发、生产的人员提供指导，更适
合于作为工厂技术人员的培训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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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炭质还原剂的活性也是重要的。
目前，氯化炉料都采用石油焦作为还原剂，就其活性而言，石油焦次于褐煤和木炭，而优于无烟煤和
焦炭。
然而之所以选用这种活性居中的材料作为还原剂，是考虑到它灰分少、纯度最高。
此外，试验研究表明，还原剂的活性与其磨细程度有很大关系，即磨得越细，活性越好。
 3.4.3.3 炉料的机械强度与孔隙度的影响 在竖式电炉中进行氯化，炉料必须呈块状，而且大小要均一，
只有这样，才能使整个料柱中具有良好的透气性，保证氯气沿着炉子的横截面均匀地分布与流动。
块度过大，炉料与氯气接触的总表面积要减小；块度过小，料层的透气性又要变差；料块大小不均，
依加料方式不同，可能引起料层不同部位透气性不一，结果会导致各处氯化程度不一，这是正常氯化
生产所不能允许的。
 炉料具有较高的孔隙度，对氯化反应是有利的，因为它可以增加炉料与氯气的接触表面积，以加速氯
化过程的进行。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氯化过程中，要求炉料必须在氯化带1073～1273K的高温下，在承担上层预热
、分解带料柱的重力作用下，仍然保持着所要求的块状和孔隙度。
为达到这一要求，目前工业上采取三种不同方式对炉料进行加工处理。
一是将天然菱镁矿或苛性菱镁矿及还原剂破碎、磨细后，加入沥青作为黏结剂，加压制团，即所谓干
团炉料；二是用氯化镁溶液取代上述的沥青黏结剂，使炉料发生水泥性固结，成形后的炉料即所谓水
泥炉料；三是将天然菱镁矿和石油焦破碎到一定大小的粒状，便可入炉，称为颗粒氯化炉料。
 3.4.3.4 炉料发热值的影响 炉料的发热值，是指单位质量的炉料在氯化反应中所析出的热量。
如前所述，有炭参加的氯化反应是放热反应。
在竖式炉中，这一热量不但造成了氯化带的高温，而且也是决定整个电炉热工状况的主要热源。
而由上下两排电极供电所产生的热量，则属整个电炉的辅助热源。
正因为如此，炉料发热值的大小便显得十分重要。
炉料的热值过低，不能使氯化带达到应有的温度，则氧化反应的速度、MgO的氯化率及氯气的有效利
用率都要下降。
炉料的发热值过高，则可能使氯化带温度上升到1273K以上。
这样，炉气温度随之升高，导致炉料的上层及表面温度也升高，并造成炉料中的还原剂燃烧。
同时，由于氯化镁的蒸气压随温度升高而剧烈升高，大量的MgCl2将挥发，被炉气带出炉外，造成损
失。
这种挥发损失甚至能够达到生成氯化镁量的30％以上。
 炉料的发热值，取决于炉料的组成及其性质。
例如，在用天然菱镁矿为原料时，炉料中适量地配入苛性菱镁矿便可相应地提高炉料的发热值。
又如炉料的活性高，使得氧化镁的氯化率高，这也能增加炉料的发热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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