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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冶金资源高效利用》分为两篇，上篇为理论篇，主要介绍在冶金资源高效利用过程中相关的系统理
论，包括矿物热力学性质估算方法与熔体活度计算厅法等。下篇是技术篇，主要介绍作者多年来在冶
金资源高效利用方面取得的新技术成果，包括白钨矿、氧化钼矿、氧化钒矿、含钛铁矿、铜渣与铜精
矿、钢厂含锌和含铅粉尘高效利用理论与技术以及新一代钼冶金工艺、氧化硼冶炼非晶母合金、红土
矿冶炼镍铁合金、金属镁冶炼等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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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冶金资源高效利用》可供冶金和资源领域的科研、生产、管理、教学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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