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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结构、开发绿色产品，发展智能轧制技术，满足下游产业定制

需求、提高用户服务等方面开展技术交流，邀请国内轧钢领域专家

学者、钢铁企业、科研院所、设计单位、高等院校、装备制造单位

以及其他相关单位的科技工作者参会并作报告。 

现面向全国广大钢铁企业、科研机构、大学、用钢企业、轧钢

设备供应企业等冶金科技工作者们征集高水平稿件，欢迎各单位踊

跃投稿，参与交流研讨。 

一、会议组织机构： 

主办：中国金属学会 

协办：中国金属学会轧钢分会 

二、会议主题：“数字化、绿色化、低碳化、高效化轧制技术创

新与发展”。 

三、征文重点范围 

1、近年来国内外轧钢生产技术的进步与发展趋势分析，以及

企业近年来在轧钢生产方面取得的技术进步与发展展望。 

2、大数据、数字化和信息化技术在轧钢生产上的应用。如面

向多品种的轧制全流程质量管控技术，基于大数据的工艺决策专家

系统，钢材组织性能预报与控制，面向柔性化生产的智能排程系统

等。 

3、短流程生产工艺及质量控制。如 ESP、MCRR、薄带铸轧、直

轧技术等。 

4、 人工智能算法及智能化工厂应用技术。如人工智能热连轧

数字化车间、数字孪生与虚拟轧制技术、钢轧一体化智能工厂、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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轧多工序协调智能优化、无人化天车，智能仓储物流等。 

5、高品质钢热轧板带轧制工艺技术及品种开发的新进展。如

热轧生产新工艺和新产品、高品质热轧板带材控轧控冷技术、在线

（离线）热处理生产技术、质量性能均匀性控制技术、高强钢板低

残余应力生产技术、高强钢及超高强钢开发及应用技术、高品质热

轧板带材表面质量综合控制技术的新进展；钢材组织性能在线预报

与控制技术；变截面轧制技术；复合轧制技术；热轧工艺润滑技术；

热送热装技术、无头/半无头轧制技术；热轧机组装备及其控制技

术；产品工艺性能与应用性能（焊接、成形、耐候性等）。 

6、高精度、高质量冷轧板生产技术，如酸洗-冷轧联合机组生

产技术的新进展；免酸洗技术；高精度冷轧机技术和装备的新进展；

高精度冷轧板表面质量在线检测与控制技术；冷轧连续退火快速冷

却技术、冷轧柔性退火技术；环保型轧制润滑介质；汽车、家电冷

轧高强钢板生产技术；不锈钢、取向硅钢等高端产品生产技术；高

强钢板合金化镀层技术、功能化涂层钢板生产技术、绿色化表面处

理与改性技术；冷轧板带材和涂镀板带材性能的表征和优化；钢材

的定制化生产等。 

7、棒线材、型钢、钢管轧制技术的新进展，如棒线材高尺寸

精度轧制技术、无头轧制技术、切分轧制技术、在线热处理技术、

等温处理技术等；棒线材锈蚀解决方案；棒线材直接轧制技术；型

钢新型控轧控冷装备；钢管轧制与加工技术；棒线材、型钢、钢管

新产品等。 

8、钢材深加工技术新进展，重点用户行业，如汽车、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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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电、造船、海洋工程（海底管线、海洋平台）、能源、核电、石

油石化、工程机械、桥梁、管线、钢结构建筑等行业的钢材深加工

新技术，对钢材新品种的需求及其生产工艺技术新进展等。 

9、高效、节能、环境友好轧钢加热炉技术的新进展。 

10、轧钢装备技术新进展，包括备品备件开发与应用等。 

11、轧钢辅助技术的发展，如轧辊、导卫、加热炉、润滑、检

测、水处理、物流等。 

12、其他轧制领域相关的新工艺、新技术。 

四、征文论文要求 

1．论文内容符合主题，技术先进，行文规范，能够反映作者

近期的研究进展或成果。格式详见附件 1。参会代表的全文投稿将

会择优推荐至相关期刊。 

2．也可投长摘要，字数约 1000 字，模板详见附件 2。 

3．征文截稿时间：2024 年 5 月 30 日。 

4．登录会议网站 https://hy.csm.org.cn?mid=630&sid=2389

在线投稿。 

五、企业技术宣传推广 

欢迎广大相关企业利用此次会议平台宣传推广企业技术、服务

和产品。企业可选取大会/分会宣讲、文集插页、摆放企业宣传材料

等不同方式。欢迎有合作意向的单位同会议秘书处联系洽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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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4 年全国轧钢生产技术会议”论文撰写要求 
1 投稿请按以下顺序组织您的论文结构，各部分的要求、字号和字体如下。 

1）中文题名：一般不超过 20 个汉字；3 号黑体居中。 

2）中文作者姓名：一般不超过 6 个作者；人名之间加逗号后空 2 格，两字姓名间空 2 格，不同

单位的作者用右上角的数字加以区别；小 4 号楷体居中。 

3）中文作者单位、所在省市和邮政编码：单位至二级，××研究院××室或××大学××系；

单位名称与省市名之间应以逗号分隔，整个数据项用圆括号括起；不同的作者单位平排用数字加以区

别，以分号隔开；小 5 号宋体居中。 

4）中文摘要：150～300 字；“摘要”两字之间空 2 格，后加冒号；“摘要”两字用小 5 号黑体，

摘要的内容用小 5 号宋体。 

5）中文关键词：4～8 个；“关键词”三字与内容之间加冒号，各关键词之间用分号隔开；“关键

词”三字用小 5 号黑体，关键词的内容用小 5 号宋体。 

6）英文题名：实词的首字母大写，其余小写；3 号 Times New Roman 加粗，居中。 

7）作者姓名的汉语拼音：中国作者姓名的汉语拼音应姓在前，名在后，中间空 1 格；姓氏的全

部字母均大写，复姓应连写；名字的首字母大写，双名中间加连字符；姓与名均不能缩写；人名之间

加逗号后空 2 格；小 4 号 Times New Roman 居中。 

8）作者单位、所在省市和邮政编码的英文：小 5 号 Times New Roman 居中。 

9）英文摘要：一般不超过 250 个实词；“Abstract”后面加冒号，用小 5 号 Times New Roman 加

粗；摘要的内容用小 5 号 Times New Roman。 

10）英文关键词：4～8 个；“Key words”两个单词之间空一个字符，与内容之间加冒号，各关键

词之间用分号隔开，全部小写；“Key words”用小 5 号 Times New Roman 加粗，关键词的内容用小 5

号 Times New Roman。 

11）正文：5 号宋体。各级标题：一级标题，“1…”，4 号楷体（上下各空一行）；二级标题，“1．1…”，

5 号黑体（上下不空行）；三级标题，“1．1．1…”，5 号宋体（上下不空行）；标题序号与内容之间空

2 格。各级列项说明：一级，“1）…”；二级，“①…”；三级，“a)…”；正文结论的层次一律用“1），

2），3）…”表示。中文图表题用小 5 号黑体，居中；英文图表题用小 5 号 Times New Roman 加粗，

居中。 

12）参考文献：学术性文章一般不少于 10 条，技术性文章一般不少于 5 条；“参考文献”四字加

冒号，用小 5 号黑体左对齐排；参考文献的序号亦左对齐排，用数字加方括号表示；著录项目用 6 号

宋体；每一参考文献条目均以“.”结束。 

13）基金项目和作者信息：在论文首页左下方分两行注明——①此论文属于哪个基金资助项目及

项目编号，各基金之间用逗号隔开；②该论文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简介（包括姓名、出生年、研究方

向、学历或职称）；③E-mail 地址。 

注意：请不要将论文排成双栏。 

2 来稿字数一般不要超过 5000 字（包括图表）。 
英文字母应区分大、小写和正、斜体。上、下角标的字母、数码等应位置明显、正确。插图和表

格应分别按其在正文中出现的先后次序统一编号。表格应尽量采用三线表。图题和表题需给出中英文

两种文字，但图中的注释性文字只用中文。图号和表号用阿拉伯数字分别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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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4 年全国轧钢生产技术会议”长摘要模板 
 

论文题目 

作者 1，作者 2，……， 

作者单位，城市，邮编 

 

齿轮、螺栓、弹簧、轴承等基础件是机器制造的基础，其品质决定了机器的性能。它们在机器中

的作用各不相同，服役环境也是多种多样，失效方式也是多样化的。但是，疲劳破坏问题是它们的一

个共性问题。 

随着轻量化和功率密度的持续提高，要求基础件的强度不断提高，现在已经研发和开始应用的齿

轮钢、螺栓钢、弹簧钢、轴承钢的抗拉强度可以分别达到了 1200、1600、2100、2200MPa（HRC60），

碳含量从低碳到超高碳的范围。基础件疲劳破坏问题随着强度的提高愈发明显，对材料的品质要求也

是越来越高。 

在服役过程中，齿轮的疲劳失效方式主要是弯齿疲劳和齿面疲劳；螺栓的疲劳破坏主要源自过渡

部分的表面；弹簧的疲劳破坏主要源自拉压剪切应力作用下的表面；轴承的疲劳失效主要是滚动接触

疲劳。每一种基础件的疲劳失效均有其特殊的方式，反应在材料质量方面主要是脆性夹杂物、碳化物、

组织性与表面状态等要素。现在，渗碳齿轮钢的弯曲疲劳强度可以达到 900MPa，超高强度螺栓钢的

弯曲疲劳强度达到 800MPa，超高强度弹簧钢的弯曲疲劳强度可以达到 1000MPa，GCr15 轴承钢的接

触疲劳寿命 L10 可以超过 107。如果考虑到服役载荷方式，可以细化材料生产中的质量控制，特别是

夹杂物、碳化物、组织的更加经济的有效调控，乃至定制化材料。所以，从改善抗疲劳破坏性能的角

度出发，更是需要强化材料生产与基础件制造两个领域的相互匹配。 

本文是会议论文大摘要模板，摘要中相关格式（页面、版心、字体、字号等）已在本文中进行了

定义，只需修改内容即可。 

 

论文排版要求： 

论文篇幅：一页（约 1000 字）。 

页面：A4 标准（宽~210mm，长~297mm）。 

论文题目：三号黑体，居中。 

作者名：小四号楷体，居中。 

单位名、城市名、邮编：小五号宋体，居中，下空一行。 

摘要正文：五号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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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小标题：小四号黑体。 

图表：图表应与正文上下、左右都需隔一行或一字的空隙。图表标题字体为小五号宋体。 

参考文献：小五号宋体，引用不超过 5 篇。 

英文字体：文中所有英文、数字、符号均采用 Times New Roman 字体。 

行距：全篇摘要采用 1.25 倍行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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