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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转炉炼钢实训（第2版）》是根据21世纪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要求，在认真总结和充分吸收当前
高职院校基于工作过程的课程改革经验的基础上，采取任务驱动的教育理念，针对高职高专冶金技术
专业而编写的，主要内容包括：转炉炼钢生产认知，转炉设备操作，原料准备操作，顶吹转炉冶炼，
顶底复吹转炉冶炼，转炉炉衬维护操作。
本书可作为高职高专院校冶金技术专业的教学用书，也可作为钢铁冶金企业相关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和
岗位技能培训教材，还可供从事炼钢生产行业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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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按转炉操作平台所处位置的不同，氧气转炉车间可分为低架式和高架式两类。
 （1）低架式（又称为地坑式）。
转炉的操作平台在车间的地平面上，渣斗置于炉坑中，用吊车吊着钢包下降到地坑内出钢。
其缺点是：地坑出渣后清渣困难，劳动条件差，转炉作业率低。
因此，此类车间已被淘汰。
 （2）高架式。
转炉周围建有高架操作平台，渣罐（斗）置于地面的渣车上。
其优点是：转炉下可采用电动平车出钢，减轻了吊车负荷，也解决了出渣和清渣的困难，改善了劳动
条件，提高了转炉作业率。
目前，新建的大、中、小型氧气转炉车间大都采用这种形式。
 D 按浇注方法划分 按所采用浇注方法的不同，氧气转炉车间可分为模铸车间、连铸车间和连铸与模铸
相结合的车间。
 （1）模铸车间。
 1）坑铸。
浇注底板置于车间地平面上（也有放在地坑内的，因其劳动条件差而很少被采用），修砌底板、摆模
以及浇注等作业都在原处进行。
这种方式可省去底板运送设备，但浇注与整脱模的互相干扰大，劳动条件差，铸锭能力小，只适用于
生产能力不大的小型转炉车间。
 2）车铸。
底板和锭模置于注车上，在专门的整脱模跨准备好后，运送至铸锭跨间的铸锭平台处进行浇注。
这种铸锭方式避免了吊车的互相干扰，大大提高了铸锭跨的能力，改善了劳动条件，因而适用于具有
较高生产能力的大、中型转炉车间。
 （2）连铸车间。
连铸车间是指全部采用连铸工艺的氧气转炉车间。
目前全连铸已成为新建或改建氧气转炉炼钢车间的发展方向。
因为全连铸车间可大大地简化浇注工艺流程和运输组织，机械化和自动化程度高，有利于充分发挥转
炉的生产能力，也有利于实现铸坯直接热送、热装及连铸连轧。
 （3）连铸与模铸相结合的车间。
这是一种同时采用连铸和模铸的车间。
采用这类车间的原因，一是由于连铸工艺在钢种、质量和铸坯断面规格等方面尚不能完全满足生产的
要求；二是对于一些改建、扩建的钢厂，考虑到废弃已形成生产能力的设备会带来巨大的损失。
由于这类车间需配置两套浇注系统，车间的组成、设备装备和生产组织较为复杂。
随着连铸品种的扩大、质量的提高，这类车间正在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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