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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题

李依依院士：可视化铸造技术是振兴装备与铸造业的关键 

  近日，在沈阳举行的“科学与中国”院士专家巡讲团 --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专场报告会上，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

所李依依院士做了题为 “ 世纪材料的思考 ” 的报告，用生动的实例阐述了材料的应用以及对人类和社会各方面产生

的重大影响，同时她认为 新材料的发展应 尽早 按需求建立起我国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新材料及制备工艺系列， 建议我国应大力发展可视化铸造技

术这个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技术路线，以 实现老工业基地的转型，根本改变

东北和全国的铸件生产，从而提升我国机械装备水平。 

  李依依院士在分析我国铸造生产现状时说，包括钢铁、铜、铝、锌等黑

色和有色金属及合金在内的我国铸件产量居世界第一，占全球产量的1/5，

厂点多达2万多个，从业人员达120万人。其中东北三省铸件的产量约占全国

的 1/7 。但是全国都存在工艺技术落后，大部分铸造生产依赖经验，特别

是浇注系统设计一直沿用几十年前的技术，与环境极不友好，没有达到以人

为本。因此存在着铸件生产能耗高、原材料消耗高、废品率高等诸多问题，

特别是大型铸件集中表现为加工余量大和“三孔一裂”（即气孔、渣孔、缩

孔和裂纹）等缺陷。据统计，中国铸造生产过程中材料和能源的投入约占产

值的 55-70% ，每生产 1 吨合格铸铁件的能耗为550-700kg标煤，国外为300-400kg 煤，生产1吨合格铸钢件的能耗为

800-1000kg标煤，国外为500-800kg标煤。我国铸件重量比国外平均重10-20%，加工余量大1-3倍以上。我国铸钢件工艺

成品率平均为50%，国外达70%。东北地区作为我国重要的原材料生产和装备制造业基地，况且铸件在装备制造业中的比

例已达30—80%，所以研究新和推广新工艺，大力提升铸造业技术水平对于东北三省而言显得尤其迫切。而通过可视化铸

造技术，可以改变传统的设计原则，使浇注系统和浇注过程最佳化，达到节能降耗、生产优质铸件的目的。 

  在讲到可视化铸造技术时，李依依院士说，可视化铸造技术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首先采用计算机模拟软件和科学

的铸造理论，模拟铸件充型和凝固过程；其次用三维 X 射线实时观察和

监测浇注过程；最后通过实际浇注铸件与模拟、监测结果对比，确定浇注

系统的设计。材料制备工艺是新材料转化为稳定商品和传统材料提升性能

的重要措施。强调铸造生产中采用可视化铸造技术，是用信息化提升铸造

业的关键，是改善环境、降低消耗、提高成品率和稳定生产质量的重要措

施。因此，建议大力发展可视化铸造技术这个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技术路

线，并在东北、乃至全国推行。 

  目前中科院 金属所 与英国合作采用可视化铸造技术已在沈阳铁路局

叉心轨、中国第一重型机械集团公司50吨铸钢支撑辊等铸件的生产中得到

成功应用，产生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 科学与中国 ” 院士专家巡讲团活动是 由中宣部、中科院、教育部、科技部、工程院和中国科协等六部委共同

策划并创办，旨在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从 2002 年开始创办至今， 共组织了 



100 余位院士专家在全国各地举办了 60 多场报告会，本次 “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专场报告会 ” 在沈阳、大连、长

春、吉林、哈尔滨、大庆 6 个城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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