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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２　 不同工艺熔炼的纯锆铸锭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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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采用 ＶＡＲ 熔炼纯锆铸锭， 熔炼电流是影响

铸锭表面质量的关键因素。 随着熔炼电流的增大，
高温液相熔体与坩埚壁的接触长度逐渐增加， 既改

善了熔池到边情况， 也提高了坩埚壁附近熔体的过

热度， 从而可有效改善铸锭表面质量。 但熔炼电流

增加至一定程度后会影响熔炼的稳定性， 故熔炼电

流的选择具有上限。
（２） 增大稳弧电流和稳弧周期会促进高温熔体

向坩埚壁的运动， 改善熔池到边情况； 但稳弧电流

和稳弧周期太大也会加剧熔池运动， 易造成熔体飞

溅， 形成飞边缺陷。
（３） 在熔炼电流 ２４ ｋＡ、 熔炼电压 ３６ Ｖ、 稳弧

电流 ２５ Ａ、 稳弧周期 ５０ ｓ 条件下制备的纯锆铸锭表

面质量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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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 Ｔｉ６００ 钛合金球形粉及其制备方法和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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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 Ｔｉ６００ 合金球形粉制备方法及其用途。 采用不同的混合方式将二氧化钛、 氧化铝、 氧化锡、 二

氧化锆、 二氧化硅、 氧化钼和氧化钇等原料混合， 并依次通过第一还原、 第一湿法处理和第二还原、 第二湿法处理实

现各种元素在钛基体中的均匀分布， 从而得到球形度高、 氧含量低的 Ｔｉ６００ 合金球形粉。 本发明中所述的制备方法所

需设备更为简单、 工艺过程成本较低且易于实现， 具有较高的工业利用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