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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汽车、家电、造船、军工等行业的迅速发展，高性能、高质量的板带产品的需求量与日俱增，板
带比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钢铁工业水平的重要标志。我国已经建成了多条连铸、热连轧生产线，粗
钢产量早已成为世界第一，但产品质量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很多高品质的精品钢材还
需要进口。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我国虽然引进了先进的设备，但还没有掌握其核心的关键技术。因
此，我国要提高钢铁工业的国际竞争力，必须要开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而温度控制技
术是连铸、热连轧工艺的灵魂。本书是在完成“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炼钢轧钢区段综合
节能与环保技术”的基础上，总结近年来在热连轧领域的一些科研成果编著而咸，希望对从事热连轧
工作的技术人员及大专院校师生有所帮助，希望对提高我国热连轧工业的总体水平做出贡献。在钢的
连铸、热轧过程中，温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物理量。在连铸方面，温度直接决定连铸坯的凝固速度和
铸坯质量。在热轧方面，一方面，温度通过影响变形抗力来影响轧件变形、尺寸精度，以及轧制力、
轧制力矩等参数；另一方面，温度通过影响金属微观组织变化，决定最终产品的组织和性能。虽然连
铸、热连轧生产线上设有一系列测温点，所能测到的仅是轧件表面温度，许多测量点由于表面氧化铁
皮影响或是表面温度过低以及轧件厚度过大、內部温度不均等原因，无法测量到轧件的真正温度。而
准确地计算轧件在热轧过程及中间坯在热卷箱內部的温度场，对优化生产工艺参数，提高最终产品的
质量和节能降耗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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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连铸及连轧工艺过程中的传热分析》针对连铸、热连轧工艺的特点，系统地阐述温度在连铸、热连
轧工艺过程中的作用。除阐述热量传递的规律及分析方法的共性知识外，重点介绍钢水在结晶器凝固
、连铸坯在二冷区传热、钢坯在热炉内的加热过程、炉内的热交换分析和钢坯的温度场计算；钢坯在
传输过程、轧制过程中的几种热交换类型，以及各工序的热交换系数的确定、轧件的热量损失、温度
变化，热轧带钢终轧温度、卷取温度控制目的及方法；中间坯在热卷箱内的温度数学模型及热卷箱内
温度场的计算与分析。
《连铸及连轧工艺过程中的传热分析》可供从事轧钢专业的工程技术人员以及相关专业的本科生和研
究生学习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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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传热学是工程热物理的一个分支，是研究热量传递规律的学科，它和工程热力学都是研究热现
象的理论基础。热力学第二定律指出：凡是有温差的地方，热量就会由高温处向低温处传递。因此，
哪里有温差，哪里就有热量传递。由于温度差普遍存在自然界和工程中，因此传热是日常生活和工程
中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传热学几乎渗透到各个领域，它对现代工业的发
展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工程中传热问题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计算传递的热流量，并且有时力求
增强传热，有时则力求削弱传热。例如：在热加工工艺中，材料在加工前（锻压、轧制和挤压等）都
需要在加热炉内加热，这时就需要增强传热，但材料在加工后需要退火时，热量的传递就需要合理地
控制，大部分情况下需要削弱传热。另一类是确定物体各点的温度，以便进行某些现象的判断、温度
控制和其他计算（如热应力和热变形）。例如物体内部的温度场计算。热量传递过程分为两大类：稳
态与非稳态。凡物体中各点温度不随时间而改变的热量传递过程称为稳态热传递过程，反之称为非稳
态热传递过程。1.1 热量传递的三种基本方式热量传递有三种基本方式，即热传导、热对流和热辐射。
实际上，热量传递的过程往往由两种或三种基本方式组成。例如平壁的导热，平壁的一侧的高温流体
通过热辐射及热对流的方式，将热量传递给平壁的表面，再由热传导的方式通过物体内部传到另一表
面，然后再由热辐射与热对流的方式传给平壁的另一侧流体。当物体有温度差或两个不同温度的物体
直接接触时，在物体各部分之间不发生相对位移的情况下，物质的微观粒子（分子、原子或自由电子
）的热运动传递了热量，这种现象称为热传导，简称导热。流体中，温度不同的各部分之间发生相对
位移时引起的热量传递过程称为热对流。流体各部分之间由于密度差引起的相对运动称为自然对流；
由于外力的作用（泵、风机等）而引起的相对运动称为强迫对流（或受迫对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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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连铸及连轧工艺过程中的传热分析》由冶金工业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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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对基础的传热过程介绍比较多，值得初学者深入学习
2、先介绍了一些传热学知识，然后结合工程实际，介绍连铸及连轧工艺过程中的传热分析结果。
3、在选书时，因为是一本今年出版的书，选择了它。
也知道一些专业书籍有抄来抄去的情况，自己抄自己的，自己抄别人的，换封面换名称内容雷同，希
望这本不是。。。。
正在读，读完后再来这里留言。。。。
4、偏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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