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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高磷铁水的冶炼论述中高磷铁水冶炼过程中脱磷的理论和实践，共6章。
第1章介绍磷在钢铁中的存在形态及对钢铁性能的影响、铁水脱磷的途径以及高磷铁矿的资源利用。
第2章介绍氧化脱磷反应的热力学及动力学。
第3、4章集中对铁水包预处理脱磷以及转炉脱磷生产工艺进行详细的理论分析及研究。
第5章介绍针对转炉开发的四种终点磷预测模型。
第6章论述高磷铁水冶炼所产出的高磷钢渣的有效处理技术和资源化利用新技术。
全书基于资源利用及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内容涵盖基础理论、生产方法、废弃物再利用等。
书中大量内容为与企业合作课题，具有较强的实用价值。

中高磷铁水的冶炼可供炼钢专业技术人员、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师生及钢铁冶金科研院所的工作人员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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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转炉炉气分析法与副枪法的比较 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副枪技术快速发展，至90年
代已基本成熟，而同一时期的炉气分析技术由于受到当时的工艺水平限制（检测手段主要为红外分析
仪，且称量等设备误差较大），发展一度落后，但仍有像德国EK0那样的钢厂锲而不舍地致力于炉气
分析技术的开发和研究。
当时出现这种问题的主要原因除了反馈的分析信息严重滞后外，温度一直不能进行有效的控制。
而副枪技术能够达到的最佳指标是碳温同时命中80％以上，且碳的控制精度±0.015％，温度±10℃。
 副枪技术的控制原理为：实现终点目标值的吹炼方案由静态模型根据原料初始条件而确定。
当吹氧量达到预测总氧量的80％～90％（具体数值各厂家根据自身条件合理确定）时，副枪开始点测
，根据点测结果修正实现目标值所需的吹氧量及冷却剂用量。
不同的副枪探头满足不同的工艺要求，常见的主要有TSC（测温、定碳、取样）、TSO（测温、定碳
、定氧）和T（测温）三种。
 随着炉气分析技术的发展，炉气分析法与副枪法两者可同时使用，也可只用其一。
无论是采用何种动态控制技术，首先都要根据以热平衡和物料平衡为基础的静态数学模型来计算初始
的装料量、氧流量、氧枪高等参数与目标值的关系，然后在吹炼过程中根据炉气分析仪或副枪检测到
的信息修改控制策略，达到对转炉炼钢过程的控制。
考虑如下几个方面，两者相比较，就其未来发展潜力而言，炉气分析更具有竞争力。
 （1）副枪工艺只能提供吹炼过程中某一瞬时的碳含量和温度，并不能提供连续的信息。
严格来说，副枪仍是一种静态控制手段，只不过检测点距终点的时间很短，实质上转炉生产的大部分
时间仍是在静态模型的指导下进行的。
炉气分析仪（现多为质谱仪）可实现连续检测，在单独使用进行终点控制情况下，据国外各厂生产实
践表明，可使终点碳基本上控制在0.03％～0.05％。
虽然炉气分析仪获得的炉气信息是炉内状态的间接反映，目前尚没有直接测得的信息可靠性高，但给
出的是炼钢过程的全程连续信息，而全程动态矫正所需要的正是这种信息。
 （2）副枪命中率的提高有一定限度，而炉气分析技术在转炉冶炼的机理模型日趋完善、分析测量技
术日趋完备的情况下，其控制精度正不断提高。
检测手段已由过去的红外分析仪、激光分析仪、气相色谱仪发展为现在的磁扇式质谱仪、四极杆质谱
仪、飞行时间质谱仪，其分析气体的种类、精度和速度都有了大大的提高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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