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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德阿亨工业大学代表团来我院访问

我院授予吕克
、

达尔
、

考普名誉教授称号

由乌尔班 ����� �� ������ 付校长率领的西德阿亨工业大学代表团九月十六 日到达北

京
，
对我院进行友好访问

，
受到我院师生员工的热烈欢迎

。

阿亨工业大学位于西德莱茵—委斯特伐兰
，

历史悠久
，

是欧洲最古老的工业大学之一
，

在国际上享有盛誉
。

去年五月
，

中国冶金教育考察团访问西德期间
，
正式签署了北京钢铁学院

和阿亨工业大学合作与交流协议
。

一年多来
，
两校学术交流活动顺利开展

。

阿亨工业大学先

后派出三位教授来我院讲学 ， 我院三名教师前往阿享进修� 两校还相互交换教科书和科研文

献
。

这次阿亨工业大学又派出了由校
、

系领导人
、

教授
、

学生及政府官员十三人组成的代表

团
，

专程来我院访问
，
同我院领导同志商讨两校友好合作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

经过反复讨论
，

两校就扩大在教学和
�

科研范围的合作关系签订了协议
。

访问期间
，
该校矿冶学院院

一

长
、

范性成型研究所长考普 ������
� �����教授

，
冶金系

主任
、

有色金属冶炼及电冶金学研究所所长克吕格 �������� � ������教授
，
钢铁冶金研

究所长达尔�����
��� ����� 教授及金属学企属物理研究所

一

长吕克 �� � �� �〔�。 �、 。 �教授
，

在代表团举行的报告会上
，
分别向我院教师介绍了西德教育情况和阿亨工业大学科研情况

。

他们还同铸造科学���恩格勒 ���������� ������� 教授
、

耐 火材料及矿石冶全研究所研究

员狄特里赫 ������ ����������工程师
，
分别到我院压力加工教研室

、

冶金机械教研室
、

金教研室
、

金相教研室
、

铸工教研室
、

冶金热工及热能利用教研室以及冶金系作学术报《’示，

与我院教师
、

研究生及实验技术人员进行对 口坐谈
。

为使两校友好合作关系更加密切
，
阿亨大学吕克教授

、

达尔教授及考普教授受聘为我院

名誉教授
。

在九月二十 日下午举行的授聘仪式上
，
张文奇院 长向三位教授颁发了北京钢铁学

院名誉教授证书
。

这次阿亨工业大学代表团来我院访问
，
进一步加深和发展了两校之间合作

关系和友谊
。

美国
、

瑞典专家来我院讲学

美国俄亥俄州大学冶金工程系教授莱普 ��
�

�
�

�����
，
应邀于 八月二十五 日到九月

十五 日来我国作短期讲学和访问
。

在此期间
，
莱普教授来我院讲授了高温氧化及热腐蚀的课

程
，
受到听课的同志们的热烈欢迎

。

此外他还就高温氧化及热腐蚀科技发展动态 与腐蚀科技

���



和教育两个问题和我们进行了座谈讨论
，
热情地介绍了美国和世界各国有关方面的情况和资

料
，
并回答了我们提出的问题

。

莱普教授是国际知名的高温氧化与热腐蚀科技方面的专家
，

在金属及合金的高温氧化的热力学和动力学方 面有很深的造诣
，
发表过近百篇的学术论文和

专著
。

瑞典皇家学会科学院和技术科学院院士
、

瑞典机械工程学会董事长
、

斯德哥尔摩皇家工

学院教授罗兰
�

希思林 �������
�

����������
，
接受国家科委遨请

，
于九月一 日到二十六 日

之在拼院讲学
，
其内容有三部分

�

钢中非金属夹杂物� 不锈钢系统介绍
， 钢生产的质量控制

。

，

有全国各大学
、

科研机关和厂矿的教师
、

科研人员近百人前来听课
。

希思林教授长期从事钢中非金属夹杂物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
写了不少专著和学术论文

。

由于他在钢中非金属夹杂物方面卓越的工作
，
法国金属学会曾授予他金质奖章

，

瑞典也因此

以及他对金属发展方面所做的大量研究工作
，

授予他
“ 罗曼 ” 金奖

。

这次他在我院讲学
，
内

容丰富
，
深入浅出

。

并热情地回答学员提出的问题
，
指出研究方向

，
介绍大量的有关文献

。

使听课学员较有收获
。

在此期间我院还授予希思林以名誉教授称号
，
并向他颁发了证书

。

全国连铸
、

特殊钢
、

炼钢学术讨论会召开

一
、
�

一

我碑有 关 专
�业

‘

代 表 参
，

加
一

中国金属学会连续铸钢
、

铸锭专题学术讨论会于六月十二 日到十七 日在武汉召开
。

会上

宣读的关于连铸发展
、

连铸生产经验
、

连铸新工艺及品种 质 量 研 究
、

连铸理论研究和绝热

板
、

保护渣
、

钢包吹氢等铸锭新技术研究方面的论文��篇
。

我院在会上宣读的论文有
� “

国

外连铸发展概况介绍
” �徐宝隆�

、 “ 连铸镇静钢铝含量控制
” �蔡开科�

、 ，’�司体保护渣
粉 ” �金山同�

、 “
连铸结晶器变形的数学模型

” �雷知行�
、 “
大钢锭质量

” �卢盛愈�
。

会议经过讨论认为
�

为了加速我国连铸技术发展
，

建议冶金部全面规划
，
安排我国连铸发展

计划
，
建立专业化科技队伍

，
深入开展

一

�艺
、

没备
、

自动化有关理论研究
，
以及新型连铸机

研究
。

目前
，
我国模铸仍占���以上

、

为此
，

应扩大绝热板的应用
，
研究并推�‘ 发热剂

，
大

力发展半镇静钢
，
提高沸腾钢质量

。

一

中国金属学会第一届特殊钢学术会议九月九 日至十四 日于浙江绍兴召开
。

会议共收���八

十八篇论文
，
其中

，
我院参加交流的论文有

� “ 超硬高速例的合金化问题
” �陈景榕�

” 、

“
二元合金中第二相溶解和母相中成分均匀的数字模型

” �张维敬�
、 “ ‘

拓弧度钢水介质应

力腐蚀研究
”

�

“
高强度钢水介质中的应力腐蚀机钩

” �褚武扬�
“ ���炉的理沦和实践

”

�张鉴�
、 “ 电渣熔铸质量与成型规律 探 讨

” �施旋�
“
电 渣重熔过程中氧化物夹杂去除

机理的探讨
”
与

“
电渣重熔过程中池内 温 度 分 布

” �付杰�
、 “

普通低碳钢控制轧制中组

织与性能
” �崔文暄� 以及

“
偏平变断而轧件的轧辊孔型 没计方法

妙 �衰从述� 等��篇论

文
。

我院关魄龙同志还应邀在会上作了
“ 炉外精炼 与特殊钢铸锭

”
的报告

。

在这次会议上
，

有关同志作了关 于 ，’�月外特殊训�又十年代发展趋势及对我国待殊钢发展
�

的几点建议
” 、

有关合金工具钢
、

不锈钢
、

轴承例
、

高速工具钢
、

低温钢
、

电炉冶炼
、

特冶

���



工艺等专题报告
。

与会代表还讨论了我国特殊钢生产情况
，
对我国能源欠缺深为关切

，
认为

特殊钢生产中有很多能源潜力可挖
，
必须在这方面进行科学研究和技术革新

。

中国金属学会炼钢学术委员会一九八�年年会于九月二十四至二十八 日在武汉召开
。

参

加这次学术会议的有全国各钢厂
、

研究院
、

设计院和高等学校从事炼钢生产
、

科研和教学的

有关人员共���多人
。

会上共宣读论文��篇
，
书面交流文章��篇

。

据学术委员会反应
，
这次

年会的论文数量和质里都比去年有明显的提高
。

在宣读论文报告之后
，
会议还分转炉炼钢

、

平炉炼钢
、

铸锭 �钢锭摸浇铸和连续铸锭�

和炉外精炼
、

热能利用等四个小组进行了专题学术交流和讨论
。

许多代表并对今后如何活跃

学术思想
，
加强学术交流等方面提出了有益意见

。

我院炼钢教研室有关教师在会上宣读论文五篇
� “ 高磷铁水提泥

” �周荣章�
， “ 含钒

钦转炉渣与碱性耐火材料作用机理
” �董履仁�

， “ 氧气顶吹转炉单孔喷头和三孔喷头氧气

射流脉动的比较 ” �万天骥�
， “ 固体保护渣

” �王抓宗�
， “ 喷硅钙粉对镇静钢中三氧化

二铝夹杂形态控制
” �蔡开科�

。

物化教研室在会上宣读论文二篇
� “ 固体电解质定氧电池

的近况及展望 ” �魏寿尾�
， “
用放射性同位素测定钢中沛的合金化量及分布

”
�韩其勇�

。

穆斯堡尔谱学学习讨论会在我院举行

根据����年济南磁学讨论会的建议
，
由我院金属物理教研室负责举办的 《 穆斯堡尔谱学

及其在物理冶金和磁学中的应用 》 学习讨论会，
于����年�月�—�� 日在我院举行

。

来自

许多省市的��个单位及我院的一些同志约百余人参加了这次学习会
。

穆堡斯尔谱学 是观察固体中 原子核 对入射的丫射线 《 无反冲共振吸收 》 �穆斯堡尔效

应�的核物理实验技术
， ����年以来已逐渐在物理

、

化学
、

冶金
、

地质
、

空间科学和生物等

领域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 ‘ ’ ��和 ” ���是 穆 斯 堡尔效应最明显的两种同位素

，
很适于物理

冶金学的研究
。

最 常 使用
“ �
�。 �衰变为

“ ��“ �作为穆斯堡尔源
，
发射出能量为��

�

�� ��的

�射线
，
照射到含铁的金属试样 �吸收体� 上

。

为了引起无反冲共振吸收
，
需要一个推动装

置 �振子�带动穆斯堡尔源相对于吸收体往返运动�多普勒运动 �
。

和声学中的多普勒现象类

似
，

这种相对运动就相当于 �射线的有效能量 �或频率�发生改变
。

当它达到某些能量数值

而满足了共振吸收的条件时
，
扰会有很多�粒子被试样中的

“ ��。
原子核共振吸收

。
�式样后面

放置 �射线检测器
，
测量透过试样的 。 粒子数

，
由粒子数的变化测知在哪些多普勒速度值附

近发生了共振吸收
，
即得到穆斯堡尔 谱 的 形 状

、

共振吸收峰的位置
、

峰的宽窄和高低
，
是

和试样中
“ ��� 核所受到的 “ 超精细作用

” �指来自该原子核外电子及附近 其它离子的电磁

作用�密切相关的
。

如果合金化或热处理引起
昌���核近邻化学环境 �原子分布

、

电子结构�

的变化
，
就会影响这种超精细作川的大小

，
从而使穆斯堡尔谱形发生变化

。

因此通过对穆斯

堡尔谱的分析就
一

可以推测合金相的组成
，
研究相结构

、

原子组态和电子结构的变化
。

用穆斯

堡尔方法研究合金的磁性
、

有序化
、

脱溶过程
、

马氏体相变
、

某些合金元素在铁合金中的行

为等等
，
已经得到了许多有价值�，��信息

。

例如高碳钢淬火到�� �测得的穆斯堡尔诺包含之口「

���



多个共振吸收峰
，
中心部分是顺磁相奥氏体中

“ ���核的峰
，
两 侧还有六组峰是铁磁相马氏

体中
�，��核共振吸收引起的

。

马氏体的六组峰还包含着小峰
，
理论分析表明它们代表粉有

不同数目近邻碳原子的
“ ���核的贡献

。

合金在室温时效�� 天后
，
奥氏体峰没有发生变化

，

马氏体各小峰的相对高低有了明显改变
，
相应于室温时效引起马氏体内碳原子在不同间隙位

置的再分布
。

这种室温时效过程是难于用�光分析或电子显微镜方法察觉的
，
而穆斯堡尔核

正可作为近邻原子环境变化的微探针来反映出这种变化
。

我国的科学工作者从六十年代就着手开展穆斯堡尔谱学的研究
，
但因极左路线的干扰而

停顿了十年之久
。
����年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召开的穆斯堡尔谱学研究座谈会以后

，
特

别是近两年来
，
我国的穆斯堡尔谱学研究工作有了较快的发展

，
但仍远远落后于国际水平

，

尤其是在冶金学领域的应用
，
我国还处于初始阶段

。

这次举办的学习会
，
带有普及的性质

，

主要由北京钢铁学院
、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
、

物理研究所和南京大学等单位的一些同志
，

就穆斯堡尔谱学的基本原理
、

超精细作用
、

实验方法和数据处理
，
以及在物理冶金学和磁学

中的蒯用等专题进行了讲述
。

会议代表还参观了几个单位的穆斯堡尔谱仪
，
讨论了今后开展

穆斯堡尔工作的联系和交流等方面的问题
。

我国虽曾邀请过外国的穆斯堡尔谱学专家来华讲

学
，
但由我国自己举办的 穆斯堡尔 学习讨论会 则还是第一次

，
受到了有关单位的重视和支

持
，
它将会有助于今后在材料科学和物理冶金领域中穆斯堡尔研究工作的开展

。

�冯世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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