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炉外精炼技术在铸钢生产中的应用安全工程师考试 PDF转换

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5/2021_2022__E7_82_89_E

5_A4_96_E7_B2_BE_E7_c62_645707.htm 铸造生产要经过十分

复杂的工艺过程。只要其中某一道工序或某一个过程失误，

均会造成铸造缺陷。当然，同一类缺陷由于场合和零件的不

同，往往有不同的形成原因。常言道“三分冶炼，七分铸造

”。钢液质量与铸件的质量密切相关。本文中，主要论述如

何通过炉外精炼技术为铸造生产提供优质的钢液。 1.炉外精

炼技术简介 20世纪炼钢技术中的革新，主要是纯氧顶吹转炉

炼钢法和连续铸钢法。由于这些实用技术的采用，炼钢生产

率飞速提高。炉外精炼技术是设置在转炉和连续铸钢间的连

接工序，这一技术的实用化，大大提高并完善亨利贝塞麦发

明的液态炼钢法。要提高铸钢生产的质量和产量，同样离不

开冶金冶炼技术的发展。炉外精炼技术就是铸件生产中的适

用技术之一。 1.1炉外精炼技术的功能①脱氢、②脱氧、③脱

碳、④脱硫、⑤非金属夹杂物的形态控制、⑥成分调整(添加

合金)、⑦钢液成分及温度的微调及均匀化、⑧脱氮、⑨脱磷

。针对上述功能，衍生出LF法、VD法、VOD法、RH法

、SKF’法等炉外精炼设备。但对于各生产厂家具体使用哪种

精炼设备，他们会综合考虑冶炼的钢种、生产量、粗／精炼

的组合等，选择最适合的炉外精练法。 1.2电炉加钢包精炼炉

双联工艺法简介目前，电弧炉炼钢是铸钢件生产中最广泛的

炼钢方法之一。这种方法是利用电弧产生的高温和热能熔化

固体炉料，实现冶炼的目的。在电弧炉炼钢中为了清除钢液

中的气体和夹杂物，通常通过脱碳反应形成钢液沸腾，对钢



液激烈氧化。在下一步为了去除钢液中残余的氧，又需要对

钢液进行脱氧，因此产生大量的夹杂物，这是电弧炉炼钢难

以解决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经过冶金工作者多年努

力，摸索出双联工艺法方案。即将原电弧炉炼钢的两大期氧

化期及还原期分别放在电弧炉和钢包精炼中进行，各自独立

操作，以达到提高钢液的冶炼质量，提高生产率的目的。下

面是双联工艺法的工艺流程：电炉加料熔化氧化升温出钢LF

炉接钢液精炼还原微调成分，调整温度出钢喂丝钢液测温钢

液浇注。 来源：考试大的美女编辑们 1.3双联工艺法的产品质

量对几个采用双联工艺法的铸钢厂产品质量跟踪：①气体含

量：[H]lt.40ppm，[N]lt.0.015%，[s]&lt.0.0l%，si、Mn可控制

在0.02%内，Ni、Mo、Cu可控制在0.0l%内。 1.4材料性能屈服

强度增加7%～1l%；抗拉强度增加3%～6%，冲击韧度增

加20%一45%；断面收缩率、伸长率基本无变化。夹杂物含量

明显减少，分布形态多呈不连续状。 www.Ｅxamda.CoM考试

就到百考试题 2.炉外精炼技术经济效益分析 几家铸钢厂使用

钢包精炼炉设备后，吨钢原材料消耗量均有所下降。如吨钢

电耗，下降35 kwh左右。但增加LF炉设备后，需配套增大水

循环系统，除尘系统及其他投资，使得钢液冶炼成本增加。

但钢液化学成分控制稳定，合金成分控制准确，钢液成分均

匀。无偏析现象，钢液中气体、夹杂物控制较高，力学性能

优良，铸件废品率大大降低。正基于上述原因，钢液成本总

体上基本持平。 来源：考试大 3.使用钢包精炼炉技术的优点 

①用钢包精炼炉技术后，钢液中的有害元素和有害气体降到

了一个较低的含量水平，使钢中不易形成对铸件材质有严重

破坏的非金属夹杂物，从而提高了铸件的低温性能和铸件对



使用环境的适应性。②氩气的搅拌作用加速了钢／渣之间的

化学反应，有利于钢液的脱硫、脱氧，促进钢液中非金属杂

物的上浮和去除，提高了钢液温度和成分的均匀性。③与普

通电弧炉联合冶炼，加快了生产周期，提高了合金回收率。

④设备简单、投资较低。 来源：www.examda.com 4.使用钢包

精炼炉还需解决如下问题 ①钢液温度下降。由于钢包精炼炉

与普通电弧炉相连操作，在普通电弧炉钢液氧化完毕向精炼

炉出钢时，钢液温度下降，炉子越小，温降越大。这样精炼

炉需进行提温操作，会少许增加电耗。②钢液倒包会增加气

体含量，钢液进行炉外精炼后，其钢液中各类气体含量均有

降低。但在钢液倒包过程中，易使钢液吸气，造成钢液气体

含量些许增加，目前已有解决办法。2010年注册安全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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