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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铜及铜合金由于具有优良的导热导电性、良好的加工成形性、耐蚀性等优点，在人类生产、生活的各
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成为除钢铁、铝以外的第三大金属。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铜及其合金的应用更加广泛。

作为文明古国，我们的祖先曾对铜的冶炼和铜合金的铸造作出过历史性的贡献一一著名的殷商青铜器
文化就是世界史上灿烂辉煌的一页。

最近20年来，我国铜加工行业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不但铜?工材的产量世界第一，而且开发了许多
世界上先进的技术。
同样，我国铜及合金的熔炼与铸造技术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包括非真空高纯无氧铜熔炼技术、无氧铜
带坯水平连铸技术、铜合金上引连铸技术、高温熔体潜流转炉技术、电磁辅助铸造技术等均处于世界
领先水平。

熔铸是铜材加工的第一道工序，而铜合金铸锭(坯)的质量对加工材成品的最终质量至关重要。
按照现代质量管理的观点，熔铸工序属于“特殊工序”应特殊对待。
因此，对熔炼、铸造技术的发展和装备的更新改造、对熔炼与铸造产品质量、工序管理以及对从事熔
炼和铸造人才的培养都应当给予高度重视。

本书以实用为宗旨，以从事铜及铜合金熔铸加工企业的专业人员、管理人员为主要对象，以最新的实
践和成果为基础，尽可能简约而系统地介绍铜及铜合金熔铸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
本书共分8章：熔炼过程和原理；铜及铜合金熔炼技术；熔炼设备；铜及铜合金熔炼工艺；铜及铜合
金铸造原理；铜及铜及铜合金的铸造方法；铜及铜合金铸锭(坯)生产；熔铸产品的质量控制。
本书既可供从事铜加工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阅读，也可供相关专业的师生们作为教学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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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1.1.1熔炼过程熔炼不同于冶炼。
冶炼通常是指从矿石中提炼金属的过程。
因此根据原料（矿石）性质的不同，需采取不同的冶金方法：物理方法、化学方法或物理化学方法；
火法或湿法等。
铜的冶炼过程是将铜精矿在反射炉内通过氧化还原反应炼制成粗铜或直接在闪速炉内精炼成阳极铜，
再经电解提纯制得阴极铜，成为可以实用的铜原料。
熔炼则是特指将阴极铜、铜旧料等在熔炉内高温熔化、精炼和配制合金的过程。
铜及铜合金熔炼与其他金属的熔炼一样，其目的是为铸造准备合格的金属熔体。
因此，其基本的过程也大体相同。
第一步是向烘烤好的炉中按先后顺序加入原料。
各组分原料的加料顺序依合金牌号不同而不同。
各组分原料的加入量则需根据熔炼炉容量、组元在合金中的成分比例及其在原料中的含量经计算而确
定。
第二步是升温加热使原料熔化。
在此过程中有4种基本现象：一是被加热的原料表面吸附的气体、水分和某些水合物遇热挥发、蒸发
、分解；二是金属原料熔化，由固态变成液态；三是金属及合金元素与炉气或炉衬材料发生化学反应
；四是部分组元在液态金属中溶解。
第三步是精炼。
精炼的作用和目的是根据熔体性质利用物理的和化学的方法除去有害杂质，或尽可能地减少其含量。
物理方法主要有析出、飘浮或沉降、吸附等。
化学方法主要是氧化和还原反应。
在此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烟气和熔渣。
第四步是调整化学成分和静置。
在完成第三步精炼后将金属熔体从熔炼炉中转入保温炉（亦称混合炉）或在原炉中静置一段时间后取
样作炉前快速分析。
然后根据分析结果调整化学成分——冲淡或补料：如果熔体中合金元素含量过高，用向炉内投入铜、
增加主成分铜的量来冲淡合金元素的含量；如果熔体中合金元素含量不足，则补加合金元素。
静置的目的是在保持一定温度的条件下，使熔体静止，以便熔体中的有害气体逸出，使熔渣上浮，也
使合金成分通过扩散更加均匀。
第五步是调整温度、准备放流铸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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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铜及铜合金熔炼与铸造》是“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铜业职工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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