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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挤压工艺对一些性能的影响
4.2工艺规范
4.3工艺实例
5半固态挤压
第7章 离心铸造
1离心铸造机
1.1离心铸造机分类
1.2悬臂式离心铸造机
1.3滚轮式离心铸造机
1.4多工位离心铸机
1.5立式离心铸造机
1.6倾斜式离心铸造机
1.7离心铸造电机功率计算
2金属铸型
2.1铸型内径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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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双层铸型
2.3单层铸型
2.4端盖和紧固装置
3 离心铸造工艺
3.1离心铸造工艺计算公式
3.2铸型转速确定
3.3涂料和工作温度
3.4浇注温度和浇注速度
3.5浇注系统
3.6合金定量
4 双金属离心铸造
4.1双金属轴瓦
4.2离心浇注双金属空心轧辊
4.3离心浇注实心轧辊
5 离心铸管
5.1砂型离心铸铁管
5.2金属型离心铸造球铁管
第8章 连续铸造
1连铸灰口铸铁管
1.1连续铸管机
1.2灰铸铁承插管规格（GB3422－82）
1.3承插管结晶器
1.4连铸承插管工艺
1.5连铸法兰管
1.6连铸井管
2连铸球铁管
2.1连铸球铁承插管规格（京Q/SB116－85）
2.2连铸球铁管工艺
2.3连续铸铁管缺陷及防止
3 连续铸铝
3.1连续铝锭
3.2连铸铝杆
3.3连铸铝带
3.4连铸空心铝锭
4 连续铸铜
4.1连铸铜锭
4.2连铸铜杆
4.3连铸空心铜锭
5连续铸钢
5.1结晶器和冷却水
5.2连铸钢锭工艺
第 9章 真空吸铸
1真空吸铸机
1.1真空吸铸机总体
1.2真空吸铸主机
1.3形成真空系统
1.4冷却水系统
2结晶器
2.1结晶器总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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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结晶器工作套
3 真空吸铸工艺
3.1真空度确定
3.2结晶器浸入深度
3.3吸铸温度
3.4凝固时间
3.5涂 料
3.6其他工艺要求
第10章 实型负压铸造
1工艺流程及原理
2聚苯乙烯泡沫塑料模
2.1聚苯乙烯原料
2.2聚苯乙烯泡沫塑料性能
2.3制模压型
2.4制模工艺
2.5涂 料
3铁 丸
3.1铁丸的物理及工艺性能
4铸造工艺特点
4.1浇冒口系统
4.2紧 实
4.3抽负压
4.4浇注
主要参考文献
附 录
1重量、长度和体积单位换算表
附表
2新、旧国标公差带对照
附表
3习用非法定计量单位与法
定计量单位换算关系表
附表
4灰铸铁金相标准（GB7216－87）
4.1石墨分布形状
4.2石墨长度
4.3基本组织特征
4.4球光体片间距
4.5球光体数量
4.6碳化物分布形状
4.7碳化物数量
4.8磷共晶类型
4.9磷共晶分布形状
4.10磷共晶数量
4.11共晶团数量
5稀土镁球墨铸铁金相标准（JB1802－76）
5.1石墨形态
5.2球化分级
5.3石墨大小
5.4球光体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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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球光体数量
5.6分散分布的铁素体数量
5.7磷共晶形态
5.8磷共晶数量
5.9渗碳体形态
5.10渗碳体数量
6铁素体可锻铸铁金相标准（JB2122－77）
6.1石墨形状
6.2石墨形状分级
6.3石墨分布
6.4石墨颗数
6.5球光体形状
6.6球光体残余量分级
6.7渗碳体残余量分级
6.8表皮层厚度
7蠕墨铸铁金相标准（JB3829－84）
7.1石墨形态
7.2蠕化率
7.3珠光体数量
7.4磷共晶类型
7.5磷共晶数量
7.6碳化物类型
7.7碳化物数量
第一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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