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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结合铜冶炼企业的实际情况，具体地总结了从精矿到电解铜、湿法炼铜、再生铜生产过程中
各个环节的技术内容，主要包括冰铜熔炼与吹炼的基本原理、工艺，设备及实践；粗铜的火法精炼与
电解精炼；湿法炼铜的各种方法、基本原理、生产工艺及设备；再生铜的各种熔炼方法、设备、工艺
，产物及再生铜的湿法熔炼等。
工艺详尽，内容实用。
本书可作为铜冶炼生产的技术指导用书，更适合作为工厂技术人员的培训用书，也可供冶金相关专业
的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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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反射炉的放渣是间断进行的，为防止冰铜机械地夹杂在渣中造成铜的损失，放渣流
槽应保持宽、浅、平。
在一定间隔时间内放出的渣量，应与熔炼固体炉料及处理转炉渣所得到的炉渣量相符合。
炉内熔池水平以及炉渣层厚度，除了在放出冰铜和倒人转炉渣时有少许波动外，应保持不变。
 熔池水平的升高会带来一系列不利影响，如使炉内气体空间减小、燃料燃烧条件及对熔池的传热变坏
、炉内温度降低、炉渣发黏、冰铜珠从其中析出减慢及铜在渣中的损失增大等。
由于炉渣导热性差，使冰铜从发黏的渣层通过时过热不良；使难熔化合物，如铁酸盐、硫化锌等，从
冰铜熔体中析出沉积在炉底上，减小熔池深度。
此外也不能过于迅速地放出炉渣，以免熔池的水平面由于渣层的厚度减小而降低到限定的范围以下。
 一般工厂都是把放出的高温炉渣进行水淬后外运。
在出渣口下沿用黄泥筑一渣坝，用渣坝的高低控制熔池深度。
当熔体总深为1000～1200mm时，渣层厚度可为300～500mm。
如渣坝过高，渣面上升，气流空间变小，燃烧及热交换条件变坏，炉温降低，影响炉渣、冰铜的分离
，易形成炉结；渣坝过低，溶池变浅，热量减少，冷料入炉后易凝结。
 为了避免因放渣引起炉况的波动，每次放渣量不宜过大，放渣次数可多些，即“勤放”、“少放”。
为了避免渣流过急而带走冰铜，放渣溜槽宜宽、浅、平。
另外，放渣时应防止漂浮在渣面的炉料随渣流出。
 （4）放冰铜 放冰铜也是间断进行的，冰铜的放出与转炉相适应。
打孔放冰铜，即冰铜放出口中插入铁钎，用泥封好，放冰铜时将铁钎拔出，冰铜就沿流槽放出。
虹吸口放冰铜，大大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改善了劳动条件。
 虹吸放冰铜是根据连通器原理进行的。
由于反射炉内总液面的压力和虹吸前床冰铜面的压力始终保持平衡，使前床冰铜高度与放冰铜流槽底
部有一落差，从而把冰铜放出。
在炉况正常的情况下，炉内总液面高度控制在950～1100mm之间，其中渣面高度为350～400mm，冰铜
面高度为600～700mm，则前床冰铜面高度为840～900mm，放冰铜流槽底部高度为740mm，这样使前
床冰铜与放冰铜流槽底部有100～160mm的落差。
 冰铜面太高，渣含铜损失大；冰铜面太低，容易引起炉结。
冰铜面一般应保持450～6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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