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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铸造是制造业的基础，也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各行各业都离不开铸件，近年来，随着国民经济的
高速发展，我国铸造业也迅猛发展，各类铸件的产量持续增长，截止到2008年底铸件总产量已连续9年
稳居世界首位。
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铸造大国，但远不是一个铸造强国，与当前各工业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铸造业
在工艺技术水平、生产管理水平、装备水平、产品技术含量（附加值）、平均生产规模、铸件生产效
率、各项经济指标、设备利用率、能耗、环境治理和从业人员培训等方面仍存在较大差距。
有鉴于此，中国铸造协会特组织编写行业系列图书，旨在提高从业人员素质，致力于中国铸造业的发
展与振兴。
高效传播实用知识和技能是中国铸造协会的重要职责。
《铸造工人学技术必读丛书》（以下简称《丛书》）就是为了满足广大铸造从业人员的需求，特别是
生产一线工人和初学者的强烈要求而编辑出版的，希望能够得到读者的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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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铸造工人学技术必读丛书》之一。
书中重点介绍了铸铁的结晶过程以及灰铸铁、球墨铸铁、蠕墨铸铁、可锻铸铁、特种铸铁的成分、组
织、性能、应用、工艺要求及其熔炼技术。
全书尽可能突出专业性和注重实用性，将基础知识和生产应用密切结合。
     本书可作为铸造技术人员、工人培训和自学用书，也可作为职业院校铸造相关专业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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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铸铁溶液的结构研究表明，铸铁溶液在熔融状态下并非单相液体，而是存在着未溶解的
石墨分子和渗碳体分子的多相体.在铸造生产中，铁液的遗传性对铸铁的组织形成和各种性能影响很大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①结构信息保留.其特征表现为原炉料中某些组织结构特征（如碳原子集团种类、颗粒粗细、不均匀性
、微观多相组织等）在炉料－熔体－铸件转变过程中被继承下来。
如炉料含废钢、白口铸铁较多时，铁液的白口倾向增大，这是由于原始的未被溶解的渗碳体原子集团
被保留于铁液中作为核心的缘故.同样，如果炉料以石墨类铸铁为主，熔化后在铁液中会保留未溶解的
石墨原子集团。
当炉料中使用大量含粗大石墨的生铁时，在铸铁凝固时会促使粗大石墨析出。
②成分遗传效应。
除常规元素（C、Si、Mn、P、S）外，炉料中还经常含有诸如Pb、Ti、Sb、As、Bi等微量元素及Cr
、Mo、Cu、Ni、V等合金元素，它们来自生铁、废钢或混杂的废料中，有些元素在熔炼过程中被保留
下来，最终进入铸件，发生各种遗传效应。
如强碳化物元素会促使铸件收缩、裂纹、白口倾向增大；微量表面活性元素会促使产生网状、针状、
水草形等特殊石墨形状；气体元素容易促使气孔形成。
因此，提高炉料纯度是获得高质量铸铁的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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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铸铁及其熔炼技术》：铸铁工人学技术必读丛书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铸铁及其熔炼技术>>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