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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炉钢渣热态改性对镁质耐火材料的侵蚀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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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镁质坩埚为试验容器，配制碱度分别为1．2、1．5、1．7、1．9、2．2、2．4的改性钢渣并放置于坩埚中，以

10℃·minq的速率升温至1 570℃并保温30 min加热熔化。研究了热态改性钢渣对镁质坩埚的侵蚀，并采用

光学显微镜、SEM、EDS和xRD进一步分析了侵蚀行为。分析表明：改性钢渣对镁质耐火材料的侵蚀反应主要

在熔渣一坩埚界面处进行，熔渣碱度≤1．5时耐火材料侵蚀加重；由于钢渣中铁离子渗透进方镁石晶体内，形成

弥散分布的颗粒状富FeO固溶体和含FeO方镁石基质相，这两种物相受内部FeO、MgO质量比和钢渣中AI：O，

含量的影响，选择性地同渣中不同化学组分进行反应而脱落溶解至钢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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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渣是炼钢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弃物，分为

转炉钢渣、电弧炉钢渣和精炼钢渣，其中以转炉钢渣

的理化性质最复杂，资源化利用最困难。转炉钢渣中

含有10％一30％的铁，硬度大，破碎、粉磨困难；游离

ca0含量高，随时间的延长体积发生膨胀并逐渐粉

化，造成环境污染；用于水泥、混凝土时体积稳定性

差，限制了其使用量。刚出炉的转炉钢渣显热高，流

动性好，但热量回收困难⋯，余热利用率低。

为了利用转炉钢渣余热并降低caO含量，可以向

熔渣中加人酸性组分，如siO：、Al：0，等，以改善钢渣

固化后的使用性能旧J。这种通过改变熔融状态下钢

渣组分而提升钢渣性能的方法被称为热态改性，或者

过程改性。由于在改性过程中熔渣组分发生剧烈波

动，从高碱度渣逐渐转变成中性或酸性渣，对耐火材

料的影响非常剧烈。因此，选择适宜并廉价的耐火材

料对钢渣改性过程非常关键。

冶金容器内衬常用的有硅质、高铝质、镁质、碳

质、锆质等耐火材料¨1。由于熔融钢渣属于高碱度

渣，在改性过程中碱度是逐渐降低的，耐火材料中的

SiO：和Al：O，易于同渣中的Ca0反应，不仅改变熔渣

组分，还加重耐火材料侵蚀程度HJ。如果耐火材料中

含有碳，熔渣中的Fe离子在高温下会发生还原反应，

形成许多孔隙∞J，随着熔渣碱度和熔化温度的降低，

流动性好的渣易于沿这些孔隙渗透并侵蚀耐火材

料MJ，也不利于耐火材料的长期使用。根据MgO在

caO—SiO：一FeO蹲。渣中的等温溶解度曲线，在碱度>1

的范围内，熔渣中的MgO溶解度<15％，对碱性熔渣

组分影响较小。国内外有关转炉钢渣对镁质材料侵

蚀行为的研究较多¨。0|，而钢渣的热态改性过程对镁

质材料侵蚀行为的研究却较少，所以，本试验中选用

粉煤灰(硅铝质原料)作为酸性改性剂，选择镁质耐火

材料——镁质坩埚为研究对象，研究钢渣热态改性过

程对镁质耐火材料的侵蚀行为，为转炉钢渣热态改性

后耐火材料的应用提供借鉴。

1 试验过程
采用莱芜钢铁厂转炉钢渣、莱芜热电厂粉煤灰作

为试验原料。选用高纯电熔镁砂经等静压成型的镁

质坩埚作为热态改性试验容器，叫(M90)>99％，坩埚

主晶相为方镁石晶体，体积密度2。9—3．1 g·cm～，

显气孔率14％～19％。各原料化学组成见表l。

t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51034008)和“十二五”国家科技

支撑计划重大项目(2011BAC06810)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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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l原料的化学组成
TabIel Chemica|compOsItions 0f staning materiaIs

M7／％原料、万、面■面—面ri万—蒜百
钢渣 36．06 15．03 7．05 1．21 20．96 2．99 12．28

粉煤灰4．79 54．98 O．7l 29．28 5．25 O．05 <O．1

将破碎后的钢渣和粉煤灰按照表2中的比例称

量、混合均匀后，倒人镁质坩埚内，然后将坩埚置于硅

钼棒电阻炉内，以10℃-min。1的速率升温至1 570

℃并保温30 min。熔化期间，利用钢棒插人坩埚内搅

拌渣液，以促进原料反应及均化。待渣液同坩埚随炉

冷却至室温后，将其破碎并观察渣液侵蚀坩埚情况。

取改性渣与坩埚壁交界面处附近的部分碎块样放入

金相试样镶嵌机(型号：xQ一1，上海金相机械设备有

限公司)内的样腔中，然后添加适量的镶嵌料，再放人

压块并拧紧盖板，打开开关，旋动手轮至压力灯亮，待

镶嵌机升温至120℃并保温一定时间后，关闭开关便

可取出镶嵌试样。镶嵌试样经研磨、抛光后得到光

片，将其置于金相偏光显微镜(型号：9xB—PC，上海永

亨光学仪器制造有限公司)下观察坩埚侵蚀的组织形

貌。将光片试样喷碳后置于电子扫描显微镜(型号：

zEIss EV018，德国cARLzEIss公司)下观察内部结

构并进行EDS分析。取钢渣一坩埚交界面处的碎样，

用锤子敲掉碎样中的固渣，将剩余呈黑色被侵蚀的坩

埚壁经粉磨后进行xRD测试(型号：MAC一21，日本玛

柯科学仪器公司生产，扫描速度10。·min～，扫描范

围10。～900)。

表2改性钢渣的配比和性能

!垒型呈兰￡旦!竺竺!型!旦翌莹璺旦垒巳翌巳皇堕!皇皇堕竺型堕皇璺坠呈型呈!璺垒呈
渣样 配比(")／％ 性能

编号 钢渣 粉煤灰 二元碱度 ”(A1203)／％

2结果及分析
2．1试验结果

G1钢渣液侵蚀后坩埚的情况见图1(a)，被不同

钢渣液侵蚀界面处附近的碎块镶嵌样经磨样抛光后

的光片见图1(b)。

从图1可以看出：整体上钢渣与坩埚虽然仍保持

着明显柔滑的分界面，但由于钢渣沿着耐火材料孔隙

处向内部渗透侵蚀，使得部分坩埚发黑并带有晶体光

泽。随着钢渣碱度的降低，在坩埚中逐渐出现部分白

色过渡区域，可能是方镁石重结晶或着色离子向渣中

迁移所致。

91

(a)被Gl}{If侵蚀后的坩埚截面

(b)破不l|1_|洒仪蚀Fi的坩埚镶嵌光片

图1界面处坩埚侵蚀及光片照片
Fig．1 Photos of cOrrOded cruc．bIe interfaces and pOlished

SectiOnS

图2为部分渣侵蚀后渣一坩埚界面的光学显微镜

照片。可以看到，宏观下试样93一萨(测试试样标号

均为g类)的钢渣一坩埚壁界面仍然清晰可见，可能是

由于耐火材料孔隙被渣液浸满后，液相量没有显著增

加，坩埚层仍保持基本结构。但随着钢渣碱度的降

低，坩埚界面的侵蚀程度也在增加，当碱度达到1．2

时(试样96)，钢渣一坩埚界面形状已变的模糊，说明

钢渣对镁质耐火材料的侵蚀在加重⋯J。同时从图2

中也可看到坩埚材料内部析出许多呈颗粒状弥散分

布的白色物相。

图3为界面处坩埚试样的SEM照片。可以看

到：微观下试样驴、94具有较为明显的侵蚀界面，而

试样95、96的侵蚀界面不明显。这与从图2观察到

的现象基本一致，说明钢渣在碱度小于1．7后对反应

界面处耐火材料的侵蚀开始显著。同时，在坩埚内部

也发现有颗粒状物质析出，对这些颗粒状物质及颗粒

物间的基质进行EDs分析，结果见表3。由于EDs能

谱中各取样点的氧元素含量较大，偏差也较大，故表3

中只列出了取样点氧化物中的非氧元素质量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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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各渣样侵蚀坩埚后界面光片的显微镜照片(×2()())
Fig．2 Microscope photos of po¨shed sectjons of interface between slags and crucibIe(×2()O)

图3不同钢渣侵蚀后坩埚侵蚀界面SEM照片
Fig．3 SEM images of corroded cruc．bIe interfaces

图4为钢渣侵蚀后部分坩埚侵蚀区域的xRD衍 埚中的主晶相均为方镁石晶体，而次晶相依次是：试

射图谱。由于图谱中方镁石晶相主峰值很高，为了清 样91的为镁蔷薇辉石，试样94和庐的为镁蔷薇辉

晰的对比坩埚中次晶相变化，XRD图谱中只画出了 石和钙镁橄榄石，试样96的为钙镁橄榄石和钙长石。

次晶相主晶峰集中的10。～40。范围内的谱线以及方 可见，随着钢渣碱度的降低，被侵蚀坩埚内部晶相也

镁石的第二强衍射峰。从图中可以看出，所有试样坩 在逐渐变化，镁蔷薇辉石晶体逐渐转化为钙镁橄榄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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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不同钢渣侵蚀后钢渣一坩埚界面处的EDs分析 (CaO·灿203·2Si02)(钙长石)+(RO)，(4)
TabIe 3 EDS analysis of interl锄between∞rrcHded magne-

sia cruCibIe and蜘I slags

∞，％
{十撵——————————————————————．————————————．————．—————————————————————————————————————一“”

点l 点2 点3 点4 点5 点6

Fe。78．30 Fe。11．82 Fe，45．77 Fe，11．4l Fe，66．30 Ca，55．90

。Mg，21．70 Mg，86．12 Mg，54．23 Mg，86．70 Mg，24．柏Si，28．00
y

Mn。2．06 №，1．88 Al，7．00 Mg，16．00

Ca．1．00

注：点l一大颗粒；点2一大颗粒间基质；点3一小颗粒；点4一小颗粒

间基质；点5一界面处钢渣析出物；点6一界面处钢渣基质。

◆一方镁石 ·一钙镁橄榄石 ◆

O 1 5 20 25 30 35 40

2占／(。)

图4部分钢渣侵蚀后坩埚试样的xRD图谱
Fig．4×RD p矾ems 0f sOme cOrrcHded crucibIe sp∞jmens

晶体。当碱度降低到1．2时，由于钢渣中址：O，含量

升高，次晶相镁蔷薇辉石便转化为钙长石晶体。其中

可能的相关反应式如下：

3(CaO)+(RO)+2(Si02)一
(3caO·MgO·2si02)(镁蔷薇辉石)+(RO)，(1)

(CaO)+(RO)+(Si02)一
(CaO·MgO·SiO：)(钙镁橄榄石)+(RO)，(2)

(3caO·MgO·2siO：)(镁蔷薇辉石)+(RO)一
2(2CaO·MgO·SiO：)(钙镁橄榄石)+(RO)u2|，(3)

(3Ca0·M90·2Si02)(镁蔷薇辉石)+(A120，)一

(A1203)+(RO)+2(Si02)一
(CaO·Al：0，·2SiO：)(钙长石)+(RO)， (5)

其中，RO为caO、MgO、FeO、MnO等二价碱土金属氧

化物固溶相。

2．2分析讨论

2．2．1钢渣一坩埚界面反应区侵蚀过程

从图2、图3可知，被改性熔渣侵蚀后的镁质坩埚

内部基本形成3个区域，分别为侵蚀反应区、过渡区

和未侵蚀区。由于在高温下铁离子主要以Fe2+状态

存在，故以下讨论均将铁离子全部看成Fe2+形式。

在钢渣一坩埚界面处，钢渣沿着耐火材料孔隙向

坩埚内部渗入，同时渣中扩散速率大、熔点低的相

(FeO、MnO)沿着晶体缺陷部位渗透进入方镁石晶体

内[13。1 51。结合表3可知，在晶体内部形成了富集

FeO颗粒状物相和方镁石基质相，而且随着向坩埚内

部的深人，颗粒状物相中的FeO、M90质量比减少，而

方镁石基质相中的M90、FeO质量比却变化微小

(m(Mg)／m(Fe)>8，即m(MgO)／m(FeO)>11．92)。

从FeO—MgO相图可知【l6。，FeO和MgO会形成典型的

连续固溶体，并且随着FeO含量的增加，固溶体熔点、

黏度会逐渐降低，加之FeO在方镁石晶体中呈游离状

态分布¨7J，因此这些富FeO固溶体(m(Fe)／m(Mg)

=3—6，即m(FeO)／m(MgO)>2．3—4．6)便能够在

方镁石晶体内部缺陷区域内成核生长川。但由于方

镁石主晶相结构的阻碍作用，使得这些富FeO固溶体

不能融通长大，便在坩埚侵蚀反应区内形成了许多独

立成颗粒状的白色富FeO固溶体。陈康华¨o认为这

些白色富铁颗粒成为方镁石晶粒的溶解分解路径，从

而破坏了方镁石晶体的整体结构性。这可在图3的

试样93坩埚侵蚀区照片中看到一条明显的白色富

FeO固溶体分界线。因此，认为固液界面处的富FeO

固溶体易于促进方镁石晶粒的瓦解，加快耐火材料的

侵蚀。

从表3可看出，侵蚀界面处钢渣析出物(点5)富

含FeO和Mgo，FeO、MgO质量比很接近于坩埚内富

FeO固溶体(点1)，由此可认为界面处钢渣析出物

(点5)是方镁石晶体内的富Feo固溶体(点1)在向

钢渣熔入时同渣中组分反应所致。当Fe、Mg质量比

接近于l(即m(Fe0)／m(M90)接近于0．77)时(如

试样94)，点l组分同渣中的Ca0、SiO：和Al：O，反应

形成点5组分而向钢渣中迁移；当Fe、Mg质量比大于

1时(如试样93、95、96)，点1组分主要同钢渣中

Al：0，反应形成点5组分而向渣中迁移。反应产物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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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进入熔渣后便聚集长大，并同其他组分反应形成其

他物相。这种富FeO固溶体选择性的同钢渣组分反

应的行为也可能是由于熔渣碱度的降低和Al：O，含

量的增加所致，但熔渣基质相(点6)中的Ca、Si质量

比基本都在2左右(即-l(caO)／m(siO，)=1．3左

右)，因此，可以认为渣中碱度变化对富FeO固溶体

同钢渣的选择性反应影响较小。富FeO固溶体溶入

钢渣中的反应主要受固溶体中FeO、MgO质量比和渣

中Al：0，含量的影响。

对于方镁石晶体中的含FeO方镁石基质相(点

2)在钢渣中的熔蚀行为，可能是点2组分主要同钢渣

中的ca0和si0：反应，逐渐溶解于高温熔渣中，并形

成了Ca、Si质量比(见表3)均为2左右的熔渣基质

相。在点6(见表3)中Ca、Si质量占绝大比例，其次

是Mg，而且对于多数试样(如试样93、酣、西)点6中

的Mg含量高，Fe含量低，由此推断点6中的Mg大多

数来自于方镁石晶体中的富MgO基质相(点2)向熔

渣中的溶解反应。由于MgO在熔渣中的溶解度有

限，因此本试验中坩埚一熔渣界面宏观上仍保持原始

形状。

此外，试样94(见表3)物相中的化学组成变化，

也可以说明以上选择性反应过程。通过图2和图3

可以看到，在试样94固液界面的耐火材料内部未发

现白色的富Fe0颗粒物。经EDS分析(见表3)，试

样妒中的Fe、Mg质量比接近于1(即m(Fe0)／

m(MgO)接近于0．77)，不同于试样93、95、96中的点

l(m(Fe)／m(Mg)>1)和点2(m(Fe)／m(Mg)<1)。

可认为是这两种物相的过渡相，因而在试样酗的点5

中均含有较多的Ca、Si元素。从而可认为方镁石晶

体中的FeO—MgO固溶体内的FeO、MgO质量比是影

响固溶体同熔渣化学组分选择性地进行反应的主要

因素。其中，M90一FeO固溶体内FeO、MgO质量比较

大时，固溶体主要同熔渣中的Al：O，反应侵蚀耐火材

料；Fe0、MgO质量比较小时，固溶体主要同渣中的

caO、siO：反应侵蚀耐火材料。

因此，熔渣中的铁离子如同催化剂一样，先向方

镁石中渗透形成FeO—MgO两种末端固溶体，然后富

FeO相一方面同渣中的化学组分选择性反应；另一方

面富集成为方镁石晶粒的溶解分解路径。所以，界面

处方镁石晶体的溶蚀行为主要是：富FeO固溶体选择

性的同钢渣反应并向熔渣中迁移；方镁石基质相(点

2)同周围熔渣反应逐渐溶解于渣中；部分反应界面的

方镁石基质相受熔渣对流作用影响，形成易于浮游的

方镁石小晶粒一1而脱落至熔渣中。

除方镁石固溶体中的FeO、MgO质量比外，在固

液界面处熔渣组分的变化对耐火材料侵蚀也有一定

的影响。从图3可看出，在熔渣碱度为1．9的坩埚

内，形成富FeO固溶体颗粒相和方镁石基质相，固液

分界面较清晰，这可能是由于渣中caO含量高，siO：

和Al：0，含量低，熔渣同耐火材料的反应较弱所致；

当熔渣碱度降到1．7时，固液界面处的耐火材料中形

成了Fe、Mg质量比值接近于l i即m(FeO)／m(MgO)

接近于0．77)的固溶体，固液分界面很清晰，这可能

是由于钢渣熔点和黏度的降低促使Fe离子渗透性增

强，镁质耐火材料内部形成了均匀固溶体，同时由于

渣中SiO：和Al：O，含量较少，界面处熔渣同耐火材料

的反应较慢，所以仍保持较好的固液分界面；当熔渣

碱度降低到1．5、1．2时，钢渣一坩埚分界面模糊不清，

说明界面上熔渣同耐火材料的反应较强，耐火材料失

去了原有的完整结构。这可能是因为渣中的酸性氧

化物(sio：、Al：O，)含量逐渐升高以及熔渣黏度的持

续降低，使得钢渣同耐火材料的反应条件改善，在固

液界面处坩埚的侵蚀反应加剧，使得分界面模糊不

清。同时，由于侵蚀界面上可能形成了熔点高、黏度

大的反应产物层(可能含有尖晶石相¨副)，阻碍了钢

渣中的Fe离子向耐火材料中的扩散，所以，在方镁石

晶体内又形成了白色颗粒状富FeO固溶体和方镁石

基质相。因此，熔渣碱度的变化影响着耐火材料内部

结构及固液分界面的侵蚀状况，在碱度≤1。5时，随

熔渣碱度的降低分界面耐火材料侵蚀反应逐渐增强。

2．2．2坩埚过渡区侵蚀过程

从图2、图3及表3中可以发现，在侵蚀反应区内

晶体氧化物主要以FeO、MgO、MnO为主，然而在侵蚀

坩埚的xRD图谱中(见图4)却基本检测不到含铁量

高的晶体，晶体氧化物主要以ca0、siO：、MgO、Al：0，

为主，化学分析结果(见表4)显示该区的铁离子含量

为6．73％(伽)。分析原因，可能是因为侵蚀反应区的

厚度很小(<1 mm)，而且紧邻钢渣区，在破碎取侵蚀

坩埚样的过程中该区脱落，未进入xRD测试样品中，

所以，没有检测到其他高含铁晶体，很可能也是由于

铁离子固溶到其他晶体中形成类质同象效应，使得

xRD衍射峰发生微小偏移所致。同时从图2和图3

中还可以看到在反应区内，随着向坩埚内部的深入，

表4坩埚不同区域内铁离子含量
Table 4 InDn iOn contentS 0f different crucibIe anj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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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Feo颗粒的半径减小，Fe、Mg质量比下降，在侵蚀

反应区外(过渡区)基本上看不到较大的富FeO颗粒

存在，因此，认为钢渣内Fe离子向方镁石晶体中的渗

透主要集中在靠近钢渣的镁质耐火材料表层内，渗透

深度在l mm范围内。在过渡区内，由于钢渣在沿耐

火材料孔隙向内部流入过程中，铁离子向四周方镁石

晶体中渗透并形成固溶体，渣中铁离子含量不断降

低，同时因熔渣中M90含量过饱和以及渣中高熔点

物相的生成，使得钢渣黏度增大，渣中铁离子扩散受

到抑制。所以，在侵蚀过渡区内基本看不到富FeO固

溶体，主要是含Fe0方镁石基质相(m(Mg)／m(Fe)

>8)。此外，在侵蚀过渡区内钢渣性质的不断变化，

使得其同耐火材料的化学反应减弱，因而过渡区坩埚

外观仍有晶体光泽以及其xRD中方镁石晶体仍有很

强的衍射峰，主晶相为含FeO方镁石基质相。

因此，在坩埚内部侵蚀过渡区内，镁质耐火材料

受钢渣侵蚀的过程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耐火材料孔

隙处钢渣中的部分铁离子向与之接触的方镁石晶体

内渗透，形成含FeO方镁石基质相；另一方面钢渣同

方镁石晶体进行化学反应，形成镁蔷薇辉石、钙镁橄

榄石、钙长石等次品相(见图4)，同时这些晶相又固

溶有部分铁离子。通过前面分析，坩埚侵蚀过渡区内

未见颗粒状富FeO固溶体，而且又以绝对含量的方镁

石为主晶相，钢渣对镁质耐火材料的化学反应较弱，

铁离子向方镁石晶体内的渗透有限。因此，认为该区

耐火材料受钢渣以上两方面的侵蚀过程不是镁质耐

火材料整体受侵蚀的主要原因。

从以上不同碱度钢渣对镁质坩埚材料的侵蚀行

为分析中可以得到：改性钢渣对耐火材料的侵蚀分为

钢渣一坩埚界面(侵蚀反应区)和坩埚内部(侵蚀过渡

区)两个不同的过程。在钢渣一坩埚界面处，钢渣中的

铁离子向方镁石晶体中渗透，在耐火材料内部形成弥

散分布的低熔点颗粒状富Fe0固溶体和含Fe0方镁

石基质相。其中，界面处的富Feo固溶体(m(Fe)／

现(Mg)>1)主要同钢渣中的Al：O，及少量的CaO反

应形成Fe0一M90一Al：O，(一CaO)系化合物并向钢渣中

迁移。而含铁方镁石基质相(m(Fe)／m(Mg)<1)则

主要同渣中的Ca0和Si0：反应形成CaO—Si0：一MgO

—Fe0系渣，逐渐溶解于钢渣中。钢渣一坩埚界面处

形成的侵蚀反应区厚度在1 mm左右，形成的富FeO

固溶体一方面从结构上瓦解着耐火材料晶体，另一方

面促进了耐火材料晶体同渣的反应。在耐火材料内

部侵蚀过渡区内，钢渣沿着孔隙向材料内部渗人，同

时渣中的铁离子向周围的方镁石晶体中渗透，形成坩

埚侵蚀区内含Fe0方镁石主晶相，而耐火材料残余钢

渣则同方镁石反应形成镁蔷薇辉石、钙镁橄榄石、钙

长石等坩埚侵蚀区的次晶相。

综上分析，热态改性钢渣对镁质耐火材料的侵蚀

主要集中在钢渣一坩埚界面处的侵蚀反应区内，厚度

在1 mm左右，在方镁石晶体中形成的两种不同固溶

体选择性的同钢渣中不同组分进行反应，这是耐火材

料侵蚀的主要原因。而在侵蚀过渡区内，沿孑L隙渗入

的钢渣对由方镁石晶体构成的耐火材料影响较小，侵

蚀较轻。

3 结论
(1)热态改性转炉钢渣对方镁石坩埚的侵蚀主要

分为钢渣一坩埚界面处(侵蚀反应区)和坩埚内部(侵

蚀过渡区)两部分。而侵蚀反应主要集中在界面处的

反应区内进行，熔渣碱度≤1．5时对耐火材料侵蚀

加重。

(2)钢渣中的铁离子通过渗透作用，在方镁石晶

体内部形成许多弥散分布的低熔点颗粒状富Feo固

溶体和含FeO方镁石基质相。这两种物相受内部

FeO、MgO质量比和渣中Al：O，含量的影响，选择性地

同钢渣中不同组分进行反应，最后溶解、脱落至钢

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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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火材料》第八届和《中国耐火材料》第五届编委会成立暨第一次会议成功召开

2013年3月29日，《耐火材料》第八届和《中国耐火材

料》第五届编委会成立暨第一次会议在洛阳成功召开。两刊

编委会主任委员李红霞教授级高工，副主任委员王守业教授

级高工、孙加林教授、薛群虎教授、王战民教授级高工，耐火

材料行业的老专家、老前辈陈肇友教授、李再耕教授、李懋强

教授和杨斌教授等技术顾问，以及来自清华大学、天津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湖南大学、北京科技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武汉科技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辽宁科技大学、上海

大学、南京工业大学等高校，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瑞泰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钢研科技集团公司、中冶焦耐工程

技术有限公司、中冶建筑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中钢集团洛阳

耐火材料院有限公司、宝山钢铁(集团)公司、武汉钢铁(集

团)公司、首钢技术研究院、山西禄纬堡太钢耐火材料公司、

鞍钢维苏威耐火材料有限公司、奥镁(大连)有限公司等院所

和企业的70多位编委出席了本次编委会。编辑部全体同志

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两刊的主管、主办单位中钢集团洛阳耐火材料研

究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党委书记、编委会副主任委员王守业

教授级高工主持。两刊编委会主任委员李红霞博士首先致

辞，接下来两刊主编柴俊兰教授级高工做近年来两刊的工作

报告，并提出下一步两刊的工作设想，副主任委员王战民教授

级高工介绍了两刊新一届编委会的产生过程，并宣读了两刊

新一届编委会名单和编委会章程草案。

会议围绕在新形势下如何办好两刊，如何提高两刊的内

在质量以及国际影响力展开研讨。与会编委和顾问对近年来

两刊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就当前形

势下两刊的定位、经营、约稿、收录、办刊特色和报道范围进行

了热烈的讨论，其中也有一些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就两刊今后

的发展与会编委提出了具有指导性、前瞻性和建设性的意见

和建议。

两刊编辑部将对各编委和顾问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进归

纳、梳理，将根据两刊的实际情况，进一步明确两刊的定位，根

据不同的读者群与作者群对两刊进行革新，形成各自的特色，

将两刊办成国内外知名的技术期刊，为推动我国耐火材料科

学技术的发展，促进国内耐火材料工业与世界各国耐火材料

工业的技术、信息交流以及商贸合作，推动整个耐火材料行业

的进步和发展做出贡献。

(耐火材料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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