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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金属作为重要的基础原材料，在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尽管面临着其他材料的竞争，金属材料由于在资源储量、生产成本、回收再利用和综合性能等方面的
明显优势，仍将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占据材料工业中的统治地位。
冶金工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产业，二十多年来我国冶金工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已发展
成为世界第一产钢大国和重要的有色金属生产大国。
可以预计，今后10－20年是中国冶金工业更快发展、整体实现现代化、走在世界前列的重要时期。
为实现这一目标，冶金高等学校应该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方面做出重要的贡献。
北京科技大学冶金学科是国內历史最悠久的冶金学科，渊源于1895年伊始的北洋大学矿冶系。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北洋大学、唐山交通大学、西北工学院等5所高校的矿冶学科组建成北京
钢铁学院（1988年改名为北京科技大学）并设立冶金系。
冶金学科是北京科技大学的优势特色学科，师资雄厚，治学严谨，与冶金工业联系密切，半个世纪以
来培养了大批高质量毕业生，获得了大批重要科学研究成果，为冶金工业的发展和冶金科技进步做出
了重要的贡献，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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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书收录了冶金方面的学术论文65篇，内容涉及钢铁冶炼、有色金属冶炼、冶金物理化学、冶金生态等
专业，重点对炼铁原料与工艺优化、连续铸钢工艺优化及钢的质量控制、冶金生态等课题进行了深入
探讨。
所选论文内容均为近一两年的科研成果。
本书同时对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生态工程学院部分科研梯队的主要科研工作做了简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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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在煤燃烧过程中，向炉膛喷人固体吸附剂可以为气态物质冷凝提供表面积，同时吸附剂还能与
有毒痕量元素蒸气发生化学反应，因此炉膛喷人固体吸附剂是一种可行的控制方法。
注入蒸气吸附剂，在炉膛加入固态吸附剂，可以使细小颗粒团聚成较大颗粒。
对于吸附剂种类的报道很多，但国内外研究主要采用硅土、矾土、铝硅酸盐、铝土矿、熟石灰、石灰
石和氧化钛作为吸附剂，如Uheroi和Shadman进行了铝、矾土和高岭石吸附碱金属试验，Linak进行了
硅基吸附剂吸附铅的试验等。
在燃烧室内加入固态吸附剂是有效吸附金属元素的方法，但使用固态吸附剂会因为吸附剂外部表面的
反应，在其表面生成化合物，阻塞了吸附剂孔隙，进而阻止了内部吸附剂的进一步吸附，所以存在很
大的局限性。
为了克服这些限制，Biswas等提出了使用蒸气吸附剂的方法，这样在燃烧室内可以实时生成一种较大
表面积的氧化吸附剂。
这种氧化吸附剂在炉内高温环境下保持稳定，并且为金属元素在成核前提供凝结和反应表面。
试验表明，细的飞灰粒子随着粒径的减小，除尘设备的效率下降，蒸气吸附剂可以降低粒子的成核速
率，并且通过促进其在聚合的吸附剂粒子上冷凝而增大粒子生成物的平均粒径，从而达到颗粒物的高
效脱出和减少排放的目的。
6结论在过去20多年间，许多国家开展了大规模的可吸人颗粒物研究，主要涉及可吸人颗粒物质量浓度
和数量浓度的分布、排放特性、源解析以及可吸人颗粒物对大气的污染和对人体健康影响等方面。
在我国，针对可吸入颗粒物开展的研究相对较少，对可吸人颗粒物的形成机理、污染机制、控制技术
以及对人体健康影响等的研究还有许多工作要做：（1）煤燃烧过程中颗粒物形成机理的分析，因现
在具体哪种颗粒是由什么机理形成还没由统一的理论，所以需进一步研究。
（2）颗粒物的控制技术，现代企业大都采用过程后除尘，而应用于过程中除尘的方法较少，正处于
研究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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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冶金研究(2009年)》由冶金工业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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