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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冶金物理化学简明教程（2版）》是作者在进一步总结该领域发展趋势的基础上，结合近年来
教学实践的一些心得，在第一版教材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
本书介绍了溶液热力学（包括偏摩尔性质、活度、活度系数、标准态、G?D方程及正规溶液等）
，Gibbs自由能变（包括化学反应等温方程、标准Gibbs自由能计算与实验测定、化学反应等温方程式
及平衡移动原理应用等），相图（二元、三元相图基本类型及应用），熔渣及渣?金反应热力学（熔渣
结构、碱度、熔渣的脱硫脱磷、熔渣的氧化能力及典型冶金熔体反应等），熔锍（造锍过程、熔锍吹
炼、闪速熔炼等），电解质水溶液（电解质水溶液热力学、电位?pH图等），熔盐（熔盐化学、熔盐
电解），多相反应动力学（气?固反应、液?液反应和液?固反应动力学等）。
 　　《冶金物理化学简明教程（2版）》整体覆盖面宽，内容简洁，强调基础，结合实际，深入浅出
，适用于冶金工程专业以及材料学等相关学科的本科生教材，同时也可以作为钢铁冶金、有色金属冶
金及材料科学等相关专业的研究生及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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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熔渣及冶金熔体反应热力学4.1 熔渣结构及相关的理论模型4.1.1 熔渣中质点间作用力与离子存在
形态4.1.2 熔渣中氧化物的分类和熔渣碱度4.1.3 分子理论简介及碱度表示法4.1.4 完全离子溶液模型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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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中组分活度的实验测定4.5.1 SiO2活度4.5.2 CaO活度4.5.3 MnO活度4.5.4 P2O5活度4.6 气体在渣中的溶
解4.6.1 水蒸气在渣中的溶解4.6.2 氮在渣中的溶解4.7 熔渣的物理化学性质4.7.1 熔渣的熔化温度4.7.2 熔
渣的黏度4.7.3 熔渣的表面性质4.8 铁液中碳氧反应的热力学4.8.1 CO-CO2混合气体与铁液中[O]的平
衡4.8.2 CO-CO2混合气体与铁液中[C]的平衡4.8.3 铁液中[C]、[O]平衡4.9 钢液脱氧反应热力学4.9.1 沉
淀脱氧原理4.9.2 脱氧产物组成4.9.3 脱氧反应平衡的相关系图4.9.4 锰、硅、铝的脱氧反应4.9.5 复合脱
氧4.10 选择性氧化——奥氏体不锈钢去碳保铬问题思考题习题第5章 熔锍5.1 造锍熔炼的主要化学反
应5.2 造锍熔炼的热力学分析5.2.1 lgpO2-1/T图5.2.2 lgpO2-lgpS2图5.3 铜锍的组成和物理化学性质5.3.1 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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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冶金动力学是用化学动力学原理及宏观动力学方法研究从矿石中提取金属及其化合物
的各种冶金过程的一门学科。
它是冶金物理化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是冶金学科的重要基础理论之一。
冶金过程通常是在多相存在和流体流动下的物理化学过程，通常从热力学和动力学两方面进行研究。
热力学是研究体系变化过程的可能性、方向和限度，它只考虑体系变化过程的起始状态和最终状态，
而不考虑过程进行中的瞬时状态。
因而，热力学对化学反应的速率和历程不能给予任何回答。
动力学则是研究体系变化过程的速率和机理，它不仅考虑过程变化的始末状态，而且还要探讨变化的
历程和反应机构。
化学反应动力学从微观角度在分子或原子水平上研究反应的机理，研究最简单的基元反应的真实速率
或复杂反应的综合速率，但不涉及物质的传输速率，因此称为微观动力学。
冶金反应除了受温度、压力和化学组成及结构等因素影响外，还受反应器的形状、流体流动、热量传
递及物质迁移等因素的制约。
在微观动力学的基础上，结合流体流动形式、传热、传质及反应器形状研究反应速率及机理，称为宏
观动力学。
冶金动力学即属于宏观动力学的范畴。
人类从化学反应速率方面去认识、研究化学反应已有200多年历史了，但是化学动力学作为一门独立的
学科得以迅速发展，迄今不到100年。
应用于冶金过程的宏观动力学自20世纪40年代末期才开始发展。
随着氧气顶吹转炉炼钢、连续铸锭、闪速熔炼和喷射冶金等新技术的发展，冶金动力学从20世纪70年
代开始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冶金动力学主要探讨冶金反应的速率，阐明反应机理，确定反应速率的限制环节，进而导出动力学方
程。
由于冶金反应多为高温多相反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化学反应速率很快，不会成为过程的限制环节
。
而扩散与传质则比化学反应慢得多，在这种情况下，扩散与传质往往构成冶金过程的限制环节。
同时，冶金过程常常伴有流体流动和传热现象发生，因此，冶金动力学的研究必然要涉及动量传递、
热量传递和质量传递等冶金传输问题。
找出这些因素对反应速率的影响，以便在合适的反应条件下，控制反应的进行，使之按照人们所希望
的速率进行，这就是冶金动力学研究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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