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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

成江海。”坚持做一件事情，不一定得到同等的回

报，但是放弃一定不会成功。有一种成功，叫默默

坚持。沈阳工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先进材料

制备及应用团队就是这样一些默默坚守专业，平凡

之路收获果实的人。

    学科学术带头人
沈阳工业大学铸造专业成立于1952年，后经

专业调整，1998年并入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

学院早期学术方面的“三驾马车”：著名的程宽

中、陈士梁、杨景祥教授，他们分别在造型材料、

铸造设备、铸造合金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程宽

中教授（1929—2006）是我国铸造专业造型材料学

科著名专家，国务院政府津贴获得者，主持研发的

“铸造涂料”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陈士梁教授

（1927—2007）是铸造设备著名专家，型砂紧实理

论创始人，型砂紧实理论的研究曾连续两次获得国

家自然基金资助。杨景祥教授（1927—1994）是我

国铸造合金学科著名专家，国务院政府津贴获得

者，沈阳市政协常委。

目前学院的铸造专业是以李荣德教授为代表的

一代学科学术带头人，包括李荣德、袁晓光、曲迎

东教授等。

李荣德，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金属

凝固与铸造合金新材料及其制备技术的科学研究工

作和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的教学工作。先后主

持项目20余项，曾获国家和省部级各种科技奖励

12项，获得中国发明专利2项。发表学术论文200多
篇，出版学术专著1部，主编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4
部。曾任教育部科技委员会委员，中国机械工程学

会铸造分会理事长，中国压铸委员会理事长，第69
届世界铸造会议（2010年杭州）组织委员会主席，

辽宁省人民政府学位委员会委员等职。曾担任《机

械工程学报》《中国机械工程》杂志社董事，编委

会委员，《铸造》《China Foundry》《特种铸造及

有色合金》等核心刊物编委会主任和《沈阳工业大

学学报》编辑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李荣德教授现

任中国机械工业教育协会材料成型与控制学科教学

委员会铸造分会主任委员、中国机械工业教育协会

材料成型与控制学科教学委员会主任委员、辽宁省

高校重点实验室主任、辽宁省级教学团队负责人、

辽宁省级科研创新团队负责人等学术职务。

袁晓光，教授，博导。1997年在哈尔滨工业大

学获博士学位，2000年晋升教授职称。现为“辽宁

省百千万人才工程计划”百层次人选，辽宁省特聘

教授，辽宁省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带头人。兼

任中国机械工程学会铸造分会副理事长，辽宁省铸

造学会副理事长，机械工业教育协会材料成型及控

制工程教学指导委员会秘书长。《铸造》《China 
Foundry》编委会副主任，《特种铸造及有色合金》

《沈阳工业大学学报》编委。主持过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科技部创新基金、中国博士后基金、辽宁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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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团队计划、辽宁省科技攻关计划、沈阳市重大

专项等科技项目20余项；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与发

明二、三等奖6项，辽宁省教学成果一等奖2项、三

等奖1项。主编《实用压铸技术》，主编《铸造成型

原理》，参编《材料成型工程综合实验》等教材。

曲迎东，教授，博士生导师，入选第六批辽

宁省特聘教授，入选辽宁省百千万人才“百人”层

次。现任中国机械工程学会铸造分会理事、中国材

料研究学会凝固科学与技术分会理事，辽宁省机

械工程学会副秘书长、中国机械工程学会铸造分会

特种铸造及有色合金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铸

造》杂志编委等。现从事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①

喷射成形快速凝固技术及新材料的制备；②球墨铸

铁材料制备及零部件开发；③碳纤维增强金属基复

合材料的制备；④超细长孔新材料铸造制备新技

术；⑤高强韧耐蚀铝合金新材料制备理论与技术；

⑥消失模、V法绿色铸造工艺。曲迎东教授作为负责

人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子课题1项、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2项、霍英东教育基金、辽宁省科技攻关等10余
项科研项目。承担企业合作项目10项。已申请发明

专利50余项，获授权20余项，其中11项发明专利已

获转化应用，实用新型授权2项。先后获得辽宁省科

学技术奖三等奖、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发明

类）二等奖等重要奖项6项。

     重点实验室建设及成果
辽宁省轻金属材料与工程重点实验室于2003

年9月经辽宁省教育厅批准组建，目的是以轻质合

金——铝合金、镁合金及轻合金复合材料为主要研

究对象，为轻金属技术人才的培养、实习和研究

提供一个重要的平台，以及成为轻金属开发应用的

产业化基地。实验室设备较多，铸造相关大型设备

有：3D数字化砂型快速成型机、喷射成形制备系

统、500吨挤压机、差压铸造系统、离心铸造机、消

失模绿色铸造系统等大型试验设备10余台；检测与

分析设备有：激光共聚焦显微镜、便携式扫描显微

镜、高低温拉伸试验机、低温示波冲击系统近20余
台套，其他设备包括制样、热处理等近50台套，设

备总值超过1 000万元。重点实验室在轻金属材料开

发方面，开展了高性能铝合金、镁合金和钛合金研

究，开发出了碳纤维铝基合金复合材料，研制出超

低温用球墨铸铁材料。

近几年，重点实验室的主要研究成果有：高端

关键铝合金铸件及其制备技术，超低温下使用的高

韧性高硬度球墨铸铁材料及其制备方法，喷射成形

的一类快速精确边缘检测法。

曲迎东教授

图1 3D数字化砂型快速成型机

图2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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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铸造相关的科研成果
2018年，学院在铸造方面的科研项目30余项，

其中国家级、省市级项目8项，发表26篇SCI论文，

获批15项国家发明专利。具体科研成果有。

（1）铸造用新型CO2硬化酚醛树脂冷芯盒材料

和工艺。目前，三乙胺法冷芯盒材料及工艺应用广

泛，但由于三乙胺有毒，给铸造现场制芯带来环保

等方面的问题。铸造用CO2气硬制芯具有生产效率

高，铸件尺寸精度高、表面光洁，芯盒周转快，占

地面积小等许多特点，适用于大批量流水线生产，

具有优质、高效、节能、环保等工艺特点。推广应

用前景广，有利于提高铸件生产效率，可实现铸件

生产的高效同步供芯。该成果曾获辽宁省科技进步

三等奖。

（2）铸造用复合硬化无机粘结剂材料及工艺。

粘结剂主要成分为改性无机酸盐，属于环保型铸造

粘结剂，无毒、无味、发气量低，制芯效率高，应

用前景广阔。①复合硬化（温芯盒+热空气+增强促

硬剂）：粘结剂加入量2.0%，增强剂0.5%~1.0%，模

具温度（170~180 ℃），吹热空气（100~120 ℃），硬

化时间30~40 s，制芯效率高,适宜制作小型的砂芯。

②复合硬化（吹CO2+压缩气体+增强促硬剂）：无机

粘结剂加入量2.0%~2.5%，增强0.4%~0.5%，芯盒无

需加热，造型制芯硬化速度快，硬化强度高，抗吸

湿。

（3）铸造用复合型自硬呋喃树脂及其固化剂。

通过合成工艺的优化，添加部分糠醇替代材料、添

加降醛剂、部分采用多聚甲醛等工艺措施，制备出

系列复合型自硬呋喃树脂，具有高强度、低成本、

低气味的特点，并且生产可以实现零污水排放。

（4）农机用铲尖绿色铸造先进制备技术。研制

出农机铲尖用新型材料——高韧性耐磨球墨铸铁，

在已有的Cr20、合金钢基础上，使得农机用铲尖材

料得到了扩充，具有高强、高韧等特点，强度可达

527 MPa、冲击功为2.7 J；开发出农机用铲尖制备

绿色制备新工艺——消失模铸造技术。实现铲尖制

备的干砂造型，型砂100%利用，无需任何固化剂、

粘结剂等化学物质，最优工艺参数为浇注温度为

1 480 ℃、负压压力为-0.06 MPa、保压时间为

5 min；优化了铲尖整体结构——根部平滑过渡+尖端

凸缘结构式，从而减小了铲尖根部应力集中缺陷，

有效减少铲尖工作过程中折断问题，提高了使用寿

命。提出铲尖短流程绿色热处理技术，在铲尖浇注

后表面温度降至750 ℃时落砂，然后直接将铸件放入

水中淬火，进一步提高其表面硬度，表面硬度由不

淬火的298提高到490，耐磨性大幅改善。开发出铲

尖制备的工装设备，包括白膜制备模具，可实现一

箱六模的白膜制备，同时解决了铲尖插销口的铸造

制备。提出了批量化制备铲尖的浇注工艺，实现了

单箱可制备48个铲尖的批量化生产，从而大幅提高

制备效率。

（5）新型低温往复式压缩机球墨铸铁缸套关

键制备技术。针对项目技术要求，获得以下三个成

果：①开发-196~-100 ℃下使用的含镍奥氏体球墨铸

铁，通过调整Ni、Mn、Cr等元素含量，优化材料成

分；②研究球化和孕育处理工艺对球墨铸铁显微组

织和石墨球化率的影响；③设计制作缸套模具，优

化离心铸造工艺和热处理工艺参数，制备满足企业

技术指标要求的往复式压缩机球墨铸铁缸套。

（6）超大长径比细孔及阵列孔制备技术。该

图4 高低温拉伸试验机

图3 压铸造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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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细孔和阵列孔的深度、直径、数目及分布特征

制成多根缠绕碳纤维的孔芯，将其与金属液放置在

型腔中，待凝固冷却后拔出孔芯得到阵列孔金属材

料的一种铸造工艺。该工艺填补了阵列孔铸造工艺

的空白，尤其解决了打长径比阵列细孔的制备加工

问题，在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获得

了质量良好的阵列孔铸件，可获得孔径 0.2 mm、长

径比300的超大长径比细孔。目前已获得授权专利6
项。

     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及行业活动
铸造专业为沈阳工业大学本科优势专业之一，

其性质具有工程性强、应用范围广、社会对人才需

求量大的特点。多年来，专业一直密切围绕国家传

统铸造领域发展，致力于培养工程一线生产、研发

所需的专业人才，人才培养主要面向企业需求，同

时优秀毕业生可参与材料加工工程领域科学研究工

作。目前，学院从事铸造专业的教师总计17人，其

中3名为辽宁省特聘教授，45岁中青年教师有8人。

每年为铸造行业培养博士5人、硕士30余人、本科生

120余人。

材料成型与控制专业于2007年被评为辽宁省

高等学校第三批省级示范性专业，2008年被确定为

国家第一类特色专业建设点，2008年材料成型及控

制工程专业教学团队荣获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教学

团队称号，2010年组建了省级工程实践教育中心，

2011年被确定为教育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本科

试点专业，2012年获得国际焊接工程师认证资质，

2013年建立了国家级工程实践教育中心，2014年获

批宁省普通高等学校重点建设本科专业，2015年获

批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优势特色专业。该专业

所属的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分别与2014年和

2017年通过国际工程教育认证。

积极参加由中国机械工程学会、中国机械工程

学会铸造分会、教育部高等学校机械学科教学指导

委员会、中国机械工业教育协会等单位主办的中国

大学生铸造工艺设计大赛。2017年5月，作为承办单

位组织了“永冠杯”第八届中国大学生铸造工艺设

计大赛答辩会。在历年大赛中获得全国一等奖8项，

二等和三等奖多项。

自2013年开始，积极组织开展《铸造见习工程

师》培训项目，有效提升了学生解决实践问题的能

力，加大了与铸造学会和行业企业的互动与交流。

     后记
辽宁省是装备制造业大省，在重矿、石化、冶

金、电力、机床、汽车、造船、航天等诸多领域的

核心技术研发方面均有新突破，从而有力带动了辽

宁铸造行业的全面提升、全面发展。辽宁涌现了一

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秀铸造企业。国家将辽宁

沿海经济带（丹东港、大连港、营口港、锦州港、

葫芦岛港简称五点一线）和沈阳经济区（沈阳、鞍

山、抚顺、本溪、营口、辽阳、阜新、铁岭等八城

市）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这为辽宁铸造行业实现

结构调整、创新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地处省会

沈阳，在促进辽宁再次振兴的过程中，沈阳工业大

学材料学院的科研团队面临挑战的同时，又有很多

机遇。为此在产学研联合方面，加大工作力度，希

望获得突破，建立校企密切联系；同时定向培养行

业、企业需求专业人才。

孟子曰：“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

在科研方向的选择上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对于

一个科研团队来说是明智的。而在选定方向后能够

一路坚守，更是难能可贵。“积土成山，非斯须之

作。”事业的成功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不断的积

累，才有可能取得硕果。希望沈阳工业大学材料科

学与工程先进材料制备及应用团队在自己选定的研

究领域一路前行，不断收获。

（编辑：潘继勇，pjy@foundryworld.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