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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全国高品质特殊钢生产技术研讨会

作者：生产技术与书刊部     

由中国金属学会和中国特钢企业协会联合主办的“2013年全国高品质特殊钢生产技术研

讨会”于2013年7月30日―8月1日在长春召开。中国金属学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李文秀和中

国特钢企业协会秘书长王怀世分别致辞。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发展高效绿色低成本特殊钢

生产工艺，改善性能质量，提高用户加工应用性能”。包括科研、大专院校、特钢生产企

业、特钢用户企业等140多人，50多家单位参加了此次会议。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名誉会长吴溪淳作了报告，他分析了我国今年上半年经济运行特点

及其对钢铁行业的影响。他指出“今年上半年我国钢铁行业的经营形势仍然很严峻”，今

年上半年我国产钢3.89亿吨，同比增长7.4%，明显大于市场需求，造成钢铁企业和社会钢材

库存始终处于高位，钢材价格逐月降低。钢材价格指数从年初105%降为二季度末的98.43%

（基准：1994年4月价格指数为100%。说明我国今年6月末的钢材价格低于1994年4月的价

格）。钢协会员企业在2007年产钢4亿t左右，利润为1447亿元，销售利润率达到7.27%；

2012年，这三个值分别为5.89亿t、15.8亿元和0.04%。 

结合转型发展，吴溪淳分析了我国钢铁产品竞争力问题，今年上半年，我国钢材出口

3069万t（同比增长12.8%），平均价格为827.27美元/t（同比下降9.12%），我国钢材出口在

国际钢材市场上仍处于价值链的末端。在我国进出口的钢材品种中，普碳钢的价差较小，

与日本差50～60美元/t；但是特钢的价差是倍数的差异，以今年上半年特钢进出口为例：我

国各类不锈钢（板丝棒等）进口26.41万t，平均到岸价为3801美元/t；我国出口不锈钢85万

t，平均离岸价为2475.95美元/t。我国合金钢锻材进口4299t，平均到岸价为2595美元/t；而出

口15.41万t，平均离岸价为1332.85美元/t。我国进口热轧高速钢条杆的到岸价为17883美

元/t，而出口离岸价为7774美元/t。我国进口各类锅炉管2.79万t，到岸价为6603美元/t；出口

5.54万t，离岸价为2408美元/t。因此，他强调“实施钢铁产品出口升级战略，提高我国在全

球钢铁产品价值链中的地位和竞争力”我国的特殊钢行业转型升级重要问题，应当要有紧

迫感。 

本次会议交流了特殊钢生产经营状况，反映了特殊钢用户的需求与应用服务，并在提

高特殊钢冶金质量和产品质量，特殊钢生产工艺与绿色制造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讨，体现

了我国特殊钢生产技术的新进展： 

一、我国特殊钢生产经营状况和特殊钢产品技术发展方向 

中国特钢企业协会胡名洋教授对国内特钢企业现状进行了分析。对特殊钢的发展现况

给出了三个判断：第一个判断：特殊钢运营进入了低谷期。从产量来看，需求下降，库存

上升，钢材产量负增长；从价格来看，钢价持续下跌，并创阶段新低；从经营来看，特钢

行业实际处于全行业亏损状态。低谷期的本质是过度扩张，产能过剩，结构性矛盾突出。

第二个判断：特殊钢市场进入了过渡期。2012年特钢协会成员单位的粗钢产量同比下降了

2.01.%。其中，重点品种如轴承钢下降了1.72%、齿轮钢下降了5.37%、模具钢下降了

7.02%，而且重点品种的价格下滑明显。2012年33家特钢企业共完成利润总额11.79亿元，同

相关新闻  

·2013全国第十八届自动化... 

·关于召开钒钛高强钢开发与应... 

·中国科协：推动学会承接政府... 

·关于召开“第九届锌和锌合金... 

·第十三届国际铁合金大会 

·国际钢铁技术内参_2013... 

·2013年全国线材学术研讨... 

·2013年“连铸新技术及关... 

·（8月19日更新）中国金属... 

·2013全国高品质特殊钢生... 

·2013年全国高品质特殊钢... 

·2013年“连铸新技术及关... 

·全国钢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议在... 

热点新闻  

·（8月19日更新）中国金属... 

·单位会员名单（2013年8... 

·冶金科学技术奖相关介绍 

·第七届中国钢铁年会在京闭幕 

·荣誉会员名单 

·（10月10日更新）第五届... 

·南钢X70管线钢板首次轧制... 

·南钢X70管线钢板首次轧制... 

·（6月23日更新）关于“第... 

·个人会员表格下载 

·中国金属学会第八届第三次常... 

·“首钢迁钢210吨转炉炼钢... 

·第八届中国钢铁年会征文通知... 

·中国金属学会第九次全国会员... 

·高级会员表格下载 

·单位会员表格下载（2011... 

·2009年国内学术活动计划 

·（3月5日更新）关于召开“... 



比下降92.82%；主营业务收入7179.31亿元，同比下降了3.70%。上述三点，2013年上半年仍

呈继续下滑态势。第三个判断：特殊钢行业进入了转型期。包括品牌意识转型，产品要有

差异化；生产方式转型，重视工序技术、接点技术、低成本技术；产品功能转型，重视特

钢的深加工，大力发展钢材延伸加工。 

钢铁研究总院董瀚副院长重点阐述了“高品质特殊钢技术发展的思考”。提出了：高

品质特殊钢的关键技术主要是：高洁净度化学冶金与精确控制化学成分技术；凝固过程的

洁净度与均匀度控制技术，比如板（方、圆）坯连铸、大锭型模铸、大锭型电渣的凝固控

制技术；高品质特殊钢的轧制（锻造）工艺技术，比如提高钢材尺寸精度与表面质量，在

线热处理技术；后步精整热处理技术研究，比如组织调控技术与缺陷检测控制技术；特殊

钢品种的应用技术研发；建设品种、工艺流程、装备、在线检测技术集成的生产示范线，

推动特殊钢技术整体的进步。特殊钢产品需要关注的共性问题主要是：特殊钢的洁净度水

平；特殊钢产品的均匀度，比如模具钢等向性，齿轮钢带状组织、淬透性宽；特殊钢产品

的质量稳定性和一致性；特殊钢产品的尺寸精度。 

董瀚教授分析认为特殊钢产品的主要发展方向是：抵抗温度环境，装备的服役温度向

超高温和超低温两个极限方向发展，需要耐650度以上温度的耐热钢，耐-196度的低温钢。

要求开发高温稳定性好的特钢和低温韧塑性高的特钢；抵抗载荷作用，装备的高性能化和

轻型化要求提高钢材的强度，安全性和可靠性要求提高塑性和韧性，以及高强度化后所导

致的疲劳破坏和延迟断裂问题；抵抗腐蚀失效，使用环境日益苛刻（工业大气、工业废

水、海水等相关装备的环境腐蚀现象日益严重），对耐腐蚀性能提出了更高需求；适应多

种工艺加工，加工制造的自动化和高效率化需要特钢具有良好的加工性能，如热变形性

能、切削性能、冷弯性能、焊接性能等，易于加工制造。 

二、特钢用户对特钢生产提出了新要求。 

中国瓦轴集团副总工程师尤绍军介绍了中国轴承钢的现状及未来研究现状。他指出目

前国内与国外轴承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成分波动大；②对 Ti、Ca、As、

Sn、Sb、Pb等微量元素和有害元素没有控制；③钢材洁净度查，宏观夹杂物、微观夹杂物

含量高；④钢种规格不全、系列不合理；⑤尺寸规格不全。针对以上差距，主要采取的措

施包括研究和提高夹杂物检测技术；而且要意识到轴承钢品质提升绝不是轴承钢生产企业

一方面的问题，要轴承制造企业根据使用情况提出要求和轴承钢生产企业共同探讨，以其

达到新品种开发和品种质量提升的目的；同时他还提出钢种氧含量和轴承使用寿命不是很

严格的线性关系，但是夹杂物数量却和使用寿命存在的直接的线性关系，所以一定要注意

夹杂物数量和尺寸控制。 

中国汽车研究院总工程师马鸣图介绍了汽车齿轮制造技术研究进展机器对齿轮钢的要

求。随着汽车工业的发展，每年要消耗大量的合金钢和齿轮钢，但是我国齿轮寿命较国外

上有很大差距，因此在冶金质量、制造技术、强化工艺和效果等技术方面尚需提升。齿轮

的失效模式主要有划痕、擦伤、接触疲劳点蚀、硬化层下的破碎与剥落、弯曲疲劳断裂

等，通过改进材料的冶金质量、采用合理的成分、合理的渗碳工艺以及先进的喷丸强化工

艺等可以有效提高齿轮钢的寿命。可以利用接触疲劳，单齿弯曲疲劳等试验对齿轮的质量

进行评价。同时他还对几种齿轮钢进行研究发现，低Si微合金化处理Mn-Cr齿轮具有良好的

综合性能。最后也特别强调要提升质量必须冶金、科研和生产厂家及用户共同攻关。 

中国模具工业协会的褚作明从模具材料的市场需求、品质需求、性能需求和服务需求4

个方面做了详细论述。市场需求到2015年将达到154万t，塑料模具材料呈下降趋势，冷作模



具材料和热作模具材料都呈不断上升趋势。模具材料品质方面要提高制备技术、规范检验

标准、加强质量监督。在模具材料性能方面要摒弃原来的多功能化，对模具使用企业来

说，不需要万能的模具材料，最需要适用的模具材料。在服务方面提供全方位的技术支持

与服务。 

三、科研、生产企业就特殊钢生产工艺优化与绿色制造深入交流。 

钢铁研究总院刘浏总工提到高品质特殊钢需满足高洁净度、    高均质化、高表面质

量、长寿命的基本要求。他还指出特钢冶炼工艺落后是造成与国外产品质量差距的最主要

原因，其中尤其是对夹杂物数量、尺寸和形态的控制技术与国外水平相比相差太大。对高

洁净度轴承钢，氧化物夹杂是影响疲劳寿命的主要因素；而对于超高洁净度轴承钢，硫化

物和氮化物是主要因素。他还提出了一种高碳脱磷工艺，在降低生产成本的基础上可显著

提高钢水洁净度。钢铁研究总院刘剑辉博士阐述了特殊钢生产流程持续优化的观点。以多

尺度理论对冶金流程中的多尺度条件，冶金流程的多尺度顶层设计和流程中的界面技术等

钢厂多尺度结构进行了论述，同时结合特钢企业改建和新建实例，建议应加快高品质特殊

钢棒线材、特殊钢板带、特殊钢无缝管、特殊钢锻件的专业化、差异化流程建设，避免同

质化竞争，形成中国特殊钢企业自己的流程技术并不断持续发展改进。东北特钢抚钢公司

总工张玉春提出，要提升特钢品质，主要是要有先进的冶炼设备和较高的工艺技术。他分

别介绍了特钢冶炼中常用的真空感应炉、电渣重熔炉、真空自耗炉及等离子和电子束熔炼

技术，并详细分析了每种方法的优缺点。最后还指出目前中国特殊钢产品尤其是高品质特

殊钢产品占有率很低，主要产品纯净度、组织均匀化和夹杂物控制等造成产品质量不稳

定。 

四、特殊钢冶金质量和产品质量控制 

中信泰富的惠荣总经理介绍了中信泰富新冶钢通过技术升级和设备改造，以及提升员

工素质、强化现场质量监控，并通过实施“高端+差异”战略，在兵器用钢；高温合金；特

种不锈钢；超高强度钢；航空轴承钢生产中，产品质量都达到较高水平。 

来自马钢特钢公司的龚志翔介绍了马钢高铁车轮国产化的实践。马钢是世界第一大车

轮产品生产企业，马钢从1997年开始加快对高速车轮的研制，并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进行了

全面的技术改造工作，目前已经成功试制200~250 km/h和350 km/h高速车轮，车轮成分控制

均匀；车轮轮辋性能均匀；车轮综合性能指标优于进口车轮，计划分别在2014和2015年进行

60万公里运行试验。宝钢集团中央研究院的张译中教授讲述了特殊钢在环保企业中的应用

前景。随着全世界对各种污染的重视，污染治理工作将是一项非常庞大且紧迫的任务，在

环保行业中的环保设备大多是用特殊钢制备，她分别从大气污染治理、水污染治理、固废

处理、资源再利用等领域，列举了特殊钢在不同环保设备中的应用情况。通过大量调研发

现，国内环保产业基于成本考虑，使用特殊钢做环保设备用量不多，同时由于国内特钢产

品质量问题，即便用也多用进口特钢。所以她建议特钢生产企业可以从“为下游用户服

务”为宗旨进行环保行业特钢的研发和生产。钢铁研究总院的梁剑雄主任讲述了特殊钢在

海洋工程中的应用。海洋工程用钢主要性能要求是要耐腐蚀，主要用钢领域包括海水淡

化、船舶运输、海洋平台、深海钻采、海底管线、深潜勘探等。通过目前国内外特钢在以

上领域应用分析，他提出以下建议：①深海装备用高强度特种不锈钢②海洋工程用耐海水

腐蚀焊接高强度宽厚钢板；③海水淡化装备用超级、特超级不锈钢；④大型船舶用高强度

不锈钢螺旋桨；⑤深海耐压壳用耐腐蚀高强度厚钢板；⑥油船货油舱（COT）用耐蚀钢

板；⑦薄膜型LNG船用因瓦合金薄带。 



宝钢特钢有限公司的顾文俊教授做了汽车零部件用钢发展概述的报告。随着全球汽车

工业的发展，对汽车零部件用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的强韧性、高纯净度、高均匀性、

超细晶粒度、高表面质量、长疲劳寿命是发展趋势。他还分别对汽车零部件用钢从钢种、

加工工艺及对材料的要求等方面进行了详细阐述，同时也对改善性能提出了具体措施。对

高品质汽车零部件用钢如齿轮钢、弹簧钢、非调质钢、冷镦刚和轴承钢都提出了具体的成

分控制范围、夹杂物控制级别、晶粒度和带状组织级别以供大家参考。 

大会还结合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名誉会长吴溪淳的报告和特钢企业转型升级，组织了专

题研讨。经过特钢生产企业和特钢研发单位以及特钢用户的深入交流，认为中国特殊钢生

产及应用主要存在以下方面的问题：①加快升级换代和技术改造步伐，尽管有些设备已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但由于生产工艺落后，致使产品质量不稳定，造成市场占有率低；所以

未来在特钢生产工艺研发上要加大力量。②企业要更好的把握好产品发展方向，走差异化

发展道路，树立企业核心品牌，提升市场占有率。③特钢企业不能一味地生产特钢，要结

合使用要求进行产品延伸生产，这样不仅加大企业的生产利润，同时从生产到使用能够更

好地了解和把握产品质量提升的关键因素，更好地优化生产工艺。④生产企业和用户企业

要有深入的交流和合作，共同对特钢工艺技术进步和产品质量提升进行攻关，减少生产的

盲目性，增强针对性，使特钢产品尽快满足国内需求。 

会后组织代表参观了长春一汽红旗品牌展览馆和一汽解放卡车生产线。使广大代表对

我国自主品牌汽车生产的历史和现状加深了了解，同时也有部分代表和企业进行了深入交

流，期望汽车用钢生产企业和用户增进了解，增强合作，加快中国高品质特殊钢品种的研

发和产品质量的提升。 

(中国金属学会 生产技术与书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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