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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是按照教育部高职高专人才培养目标和规格应具有
的知识与能力结构和素质要求，依据冶金行业“十一五”高职高专教材出版规划，参照原国家劳动部
《职业技能标准、职业技能鉴定规范》，根据高职高专办学理念、人才培养目标和职业（岗位）需求
，在总结近几年高职高专炼铁工艺教学经验并征求相关企业工程技术人员意见的基础上编写而成的。
为了突出高职教育的特点，注重教材的针对性和适应性，本书以炼铁生产过程为主线，条理清晰、简
明扼要、循序渐进、深入浅出，并注重理论联系实践。
本书的理论内容侧重于炼铁生产实用理论的介绍，以“必需、够用”为度，打牢学生必要的基础知识
，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和再学习能力；本书的实践内容以生产过程、实用技术、生产实例的介绍为重
点，注意吸收国内外有关的先进技术成果和生产经验，充实了实践性教学内容，以培养学生的职业能
力、动手能力和基本操作技能。
本书由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卢宇飞、杨桂生担任主编。
参与本书编写工作的还有：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陈利生、全红，马鞍山钢铁集团公司李士玲，唐山
科技职业技术学院陈学英、王艳春，昆明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孔维桔。
其中，前言、第3～6章由卢宇飞编写，第1章由卢宇飞、李士玲、杨桂生共同编写，第2、7章由杨桂生
编写，第8章由孔维桔编写，第9章由陈学英、杨桂生共同编写，第10章由陈利生、全红共同编写，
第11章由王艳春、全红共同编写。
本书由昆明理工大学张家驹任主审，马鞍山钢铁集团公司傅燕乐等工程技术人员对本书的编写提出了
许多宝贵的意见，对于以上专家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不妥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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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炼铁技术》系统地介绍了炼铁的原燃料、产品、炼铁工艺流程及设备、高炉冶炼强化技术和高
炉炼铁工艺计算，同时简明扼要地介绍了目前炼铁的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以及环境保护与综合利
用。
《炼铁技术》可供高等职业技术院校教学之用，也可作为职业技术培训教材，还可供相关领域的工程
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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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1.2.4 铁矿石的还原性和软化性A 铁矿石的还原性铁矿石的还原性，是指铁矿石中与铁结合的
氧被气体还原剂（CO、H2）夺取的难易程度。
铁矿石还原性好，有利于降低焦比。
影响铁矿石还原性的主要因素有：矿物组成、矿物结构的致密程度、粒度和孔隙率等。
孔隙率高的矿石透气性好，气体还原剂与矿石的接触面增加，加速铁矿石的还原。
磁铁矿因结构致密，最难还原；赤铁矿有中等的孔隙率，比较容易还原；褐铁矿和菱铁矿失去结晶水
和CO2后，孔隙率增加，容易还原；烧结矿和球团矿的孔隙率高，其还原性一般比天然富矿还要好。
  B 铁矿石的软化性  铁矿石的软化性（高温性能）包括铁矿石软化温度和软化温度区间两个方面。
软化温度是指铁矿石在一定的荷重下受热开始变形的温度；软化温度区间是指从铁矿石开始软化到软
化终了的温度范围。
高炉冶炼要求铁矿石软化温度高、软化温度区间窄，这有利于高炉稳定顺行和降低焦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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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炼铁技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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