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钢 铁
口李虎军

更 新

换 代
�

岑谁流姗加森撅料

预计到 �� 世纪中叶
，

我国的钢材需求可能超过 �亿 ��� 。

目前 �亿

��� 的规模已颇为不易
，

国家为此投人了 ����亿元
。

如果再增加 �亿 ��
�
的产量

，

将再投入 ����� 亿元
，

国家财力
、

能源
、

资源
、

环境和运输等均

无法承受
。 “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规划

”
首批项 目之一

“
新一代钢铁材料的

重大基础研究
” ，

就是要寻求一套解决方案
，

即发展新型高效钢材
，

以 ��

顶几吨现有钢材
。

传统与新技术

据该项 目专家委员会专家介绍
，

项 目的设想是把占全国钢材总产量

��� 的 �类钢
，

即碳素
、

低合金
、

合金结构钢的强度或使用寿命提高 �

倍
。

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
，

研究人员提出了碳素结构钢的屈服强度由

目前的 ��� ��� 提高到 ������
，

低合金结构钢的屈服强度由目前的 ���

��� 提高到 ������
，

合金结构钢抗拉强度由������ 提高到 �������
。

新一代钢铁材料性能的提高
，

还有望降低 目前约 占全国总能耗 ���� 的

钢铁工业对能源
、

资源的消耗
。

美国把钢铁材料当作是必选材料
，

在可预见的未来
，

钢铁材料仍将

是 占主导地位的结构材料
。

钢铁研究总院专家认为
“
钢铁既是传统材料

也是新材料
。 ”
现在的钢材 �� 年前就生产不出来

，

新一代钢铁材料也必

然凝聚着最新的科研成果
。

新一代钢铁材料将具备高洁净度
、

超细晶粒
、

高均匀度的内在特征
，

在科学上将会遇到不少重大基础问题
。

例如研究

经济的高洁净度
，

晶粒尺寸细化至微米
、

亚微米级
，

解决非平衡态的物理

金属学问题
，

重新认识微合金化理论等
。

与 日本
“
超级钢计划

”
不同

工业化国家非常重视钢铁材料的科学研究
。
日本 ����年启动的

� 个大型科研项 目就包括
“
超级钢计划

” ，

项 目为期 �� 年
，

总费用高达

����亿 日元
。

我国的
“
新一代钢铁材料的重大基础研究

”
项 目为期 �年

，

前两年投人 ����万人民币
。�

该项 目与 日本
“
超级钢计划

”
在技术思路上有所不同

。

例如
，

日本追求

极限洁净度
，

而我国科学家寻找的是未来工业化生产的经济洁净度
。

我

国的新一代钢铁材料将尽可能少用稀缺的合金元素
，

而是合理和节约地

运用钒
、

钦
、

稀土
、

钥和氮等微合金元素
。

钢铁的研究队伍
����年启动的攀登预选项 目

“
新一代微合金高强高韧钢的基础研

究
”
已经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

。

如采用热变形方法已经在实验室制得

了 �
�

��卜� 的超细晶粒
，

钢的强度大幅度提高
。

项 目面临的困难是
�
国内的总体工业装备比较落后

，

钢铁研究总院

也有好多年未能更新大型设备了
。

项 目既要立足于国内现有的工艺装

备
，

又要做一些必要的改造
，

开发立足于连铸
、

连轧的先进工艺和装备
。

该项 目由国家冶金工业局统一组织钢铁研究总院
、

北京科技大学
、

中科院沈阳金属所
、

清华大学
、

东北大学以及宝钢
、

鞍钢
、

武钢的技术中心

等机构协作承担
。

采取公开招标的方式确定研究专题的负责人
。

研究队

伍将汇集我国钢铁材料科学领域约 ��名一流研究人才
，

首席科学家是

翁宇庆博士
。

其中具有博士学位的中青年研究人员 占 ���
。

培养出一批

�� 世纪钢铁材料的学科带头人 也是项 目的自标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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