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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建筑业、汽车业及装饰业呈高速发展趋势，在带动平板玻璃行业快速发展
的同时对所需求的平板玻璃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截至2010年6月，我国已建成的浮法玻璃生产线有216条之多，日熔化量达10．5万吨，产量已位居世界
之首，但真正可称为优质浮法玻璃的却不到已建成生产线总数的30％，也就是说我们是生产大国，并
不是强国。
这固然与生产线投资的大小有一定关系，但更主要是与所选用的原燃材料质量优劣、员工操作水平的
高低、生产过程的控制方法、企业管理理念等有很大关系。
现在已投产的浮法玻璃生产线如何在目前的装备条件下，生产出高质量的平板玻璃，就是本书所关注
的问题。
《平板玻璃生产过程与缺陷控制》积作者近30年生产设计的实践经验，集合业内专家之所长编写了《
平板玻璃生产过程与缺陷控制》一书，书中前半部分简述了平板玻璃的生产过程，后半部分结合生产
过程阐述了平板玻璃缺陷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了针对性的解决办法，就是想通过此书抛砖引玉，以提
高我国大多数浮法玻璃生产厂的玻璃品质，将玻璃缺陷控制在出厂前，从而缩小目前大多数厂家生产
的浮法玻璃质量与优质浮法玻璃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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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垂直引上法生产平板玻璃的特点是，原板的板根是玻璃成形的基础，原板的两个边子
是玻璃成板的前提，原板的拉伸力是改板的根据，而玻璃液的粘度与表面张力是成形的基本性质。
因此，玻璃的性质、板根的形成、边子的形成、原板的拉伸力是垂直引上法玻璃成形的四个重要组成
部分。
有槽垂直引上和无槽垂直引上工艺形式基本相同，都是玻璃液由通路经大梁砖（桥砖）下端流入由大
梁砖和池壁砖组成的引上室内，进入引上室的玻璃液通过槽子砖在垂直引上机石棉辊子的夹力拉引下
形成半固体状的玻璃板带，在它被向上拉引的过程中，通过引上室玻璃板根大小水包的急速冷却而逐
渐硬化，同时在拉边机和板根边火的横向作用力下不使板根收缩，当拉引至第二对石棉辊子处时已基
本硬化，经引上机膛退火便形成透明的玻璃原板，在引上机顶部切割玻璃并经人工掰扳，然后通过摇
篮车送到地面，进行切割装箱。
二者唯一不同的是在槽子砖的形式上。
有槽垂直引上工艺槽子砖中间是空心的，进入引上室的玻璃液通过沉人玻璃液中一定深度的槽子砖的
槽口和引上室之间构成连通器，当槽子砖上表面高于液面而槽口低于液面时，玻璃液在静压力及表面
张力作用下，克服槽子砖阻力，玻璃液通过槽子砖下口自动溢出槽子口并形成板根，然后通过引上机
将玻璃拉引到一定高度切裁成用户需求的原板玻璃。
调整槽子砖的深度、槽口形状和引上室水包的冷却能力，可以控制拉引量、拉引速度及调节板厚。
无槽垂直引上工艺槽子砖中间是实心的且有鼻梁（俗称引砖）。
在引上室，引砖沉人玻璃液面以下一定深度，在拉引力作用下，进入引上室的表面流玻璃液从引砖两
侧自由汇聚后在鼻梁处形成板根，然后通过引上机将玻璃拉引到一定高度切裁成用户需求的原板玻璃
。
有槽引上法的优点是比较容易制得厚度均匀的平板玻璃，而无槽引上法由于从自由表面引上，因而玻
璃化学成分不均匀，横向温差大时板厚不均匀。
有槽法和无槽法所生产的玻璃板宽度、板面平整度、板面质量与槽子砖和引砖的长度、表面光洁度、
耐火材料的质量、使用的时间长短等有很大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槽子砖和引砖质量的好坏决定着
有槽和无槽玻璃质量的好坏。
有槽引上工艺和无槽引上工艺所用的引上机在起到往上牵引玻璃的同时，还起到退火窑的双重作用，
二者生产操作过程大同小异，只是无槽垂直引上工艺由于采用自由液面引上成形，对玻璃的化学成分
均匀性、温度均匀性和引上室气流的控制要求十分严格，操作难度要大于有槽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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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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