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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高炉冶炼过程复杂多变#影响高炉炉况的因素众多且运行过程复杂#为保证高炉炉况稳定顺行#开发了

一种基于主元分析!T+W"和统计过程控制!=T+"的高炉炉况异常检测模型& 由于高炉运行参数具有高耦合和非

高斯的特点#该模型首先采用主元分析算法对高炉实际生产的历史离线数据进行聚类分析#然后应用基于%

A 统计

量的多元控制图和单值控制图对聚类后的新变量和相关参数进行监测#从而达到监测高炉出现异常炉况的目的&

该模型可以实时监测高炉炉况的异常波动#其中T+W算法将高炉本身的高维数据降到低维#大幅去除数据中的噪

声和不重要特征#在实际生产和应用中#节省了大量的成本和时间& 选取马钢某高炉炼铁过程为应用场景#结合数

据特点调整和改进算法#通过历史数据模拟和实时在线运行验证模型的可靠性和算法的有效性#同时也对指导高

炉实际操作技术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关键词#

高炉%统计过程控制%主元分析%过程监测

中图分类号#

1TB[#((文献标识码#

W((?%0!#"'#N"JJXY'077-'#NOA

F

"JUQ'A"AB'"""#'"#"

收稿日期#A"A#

F

"B

F

"J(修回日期#A"A#

F

"J

F

#U(文章编号##NOA

F

"JUQ"A"AB#"#

F

""J[

F

"J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N#U"N""J#M

作者简介#肖维民"#[NA$#%男%安徽无为人%副教授%本科%从事计算机网络应用研究M

通讯作者#臧俊"#[[O$#%男%安徽马鞍山人%硕士研究生%从事计算机应用研究M>\;0&!#JO"NJ##J!_//M3%\M

引用格式#肖维民%臧俊%袁志祥%等M基于 =T+的高炉炉况异常检测研究&*'M重庆工商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A"AB%!""##!J[$NBM

QHWKi20\0-cbW)a*6-c̀ 8W)b,0L0;-.c2<;&MR272;d3, %- ;D-%d\;&?2<23<0%- %eD&;7<e6d-;323%-?0<0%- D;72? %- =T+f*gM

*%6d-;&%e+,%-./0-.123,-%&%.];-? 5670-2778-092d70<]:);<6d;&=302-32>?0<0%-@cA"ABc!":#@hJ[$NBM

!"#"$%&'()<=)(%8$/H"*"&*-()(.S/$#*IQ%)$&"U()7-*-()S$#"7()K+U

QHWKi20\0-% bW)a*6-% 8̀W)b,0L0;-.% R>)=,0&06

=3,%%&%e+%\P6<2d=302-32;-? 123,-%&%.]cW-,608-092d70<]%e123,-%&%.]cW-,60G;y;-7,;- A!B"BAc+,0-;

<=#*%$&*d1,27\2&<0-.Pd%3277%eD&;7<e6d-;32073%\P&2L;-? 3,;-.2;D&2c\;-]e;3<%d7;ee23<<,23%-?0<0%-7%eD&;7<

e6d-;32c;-? <,2%P2d;<0%- Pd%3277073%\P&2LMH- %d?2d<%2-76d2<,27<;D&2;-? e%dj;d? e&%j%e<,2D&;7<e6d-;32

3%-?0<0%-c;- ;D-%d\;&?2<23<0%- \%?2&%eD&;7<e6d-;323%-?0<0%-7D;72? %- Pd0-30P;&3%\P%-2-<;-;&]707:T+W@;-?

7<;<07<03;&Pd%32773%-<d%&:=T+@,;7D22- ?292&%P2?MS62<%<,2,0., 3%6P&0-.;-? -%-ra;6770;- 3,;d;3<2d07<037%eD&;7<

e6d-;32%P2d;<0-.P;d;\2<2d7c<,2\%?2&e0d7<672? ;Pd0-30P;&3%\P%-2-<;-;&]707;&.%d0<,\<%P2de%d\3&67<2d;-;&]707%-

<,2,07<%d03;&%ee&0-2?;<;%e<,2;3<6;&Pd%?63<0%- %e<,2D&;7<e6d-;32M1,2-c<,2\6&<09;d0;<23%-<d%&3,;d<D;72? %- %

A

7<;<07<037;-? 70-.&29;&623%-<d%&3,;d<j2d2672? <%\%-0<%d<,2-2j9;d0;D&27;-? d2&;<2? P;d;\2<2d7;e<2d3&67<2d0-.c7%

;7<%\%-0<%d;D-%d\;&e6d-;323%-?0<0%-70- <,2D&;7<e6d-;32M1,2\%?2&3;- \%-0<%d<,2;D-%d\;&e&63<6;<0%-7%eD&;7<

e6d-;323%-?0<0%-70- d2;&<0\2M1,2T+W;&.%d0<,\ d2?632? <,2,0.,r?0\2-70%-;&?;<;%e<,2D&;7<e6d-;32<%&%jr

?0\2-70%-;&c.d2;<&]d2\%90-.-%072;-? 6-0\P%d<;-<e2;<6d270- <,2?;<;c7;90-.;&%<%e3%7<;-? <0\20- ;3<6;&Pd%?63<0%-

;-? ;PP&03;<0%-M1,20d%-\;k0-.Pd%3277%e;32d<;0- D&;7<e6d-;320- G;y;-7,;- Hd%- ;-? =<22&j;772&23<2? ;7<,2

;PP&03;<0%- 732-;d0%c;-? <,2;&.%d0<,\j;7;?Y67<2? ;-? 0\Pd%92? 0- 3%\D0-;<0%- j0<, <,2?;<;3,;d;3<2d07<037c;-? <,2

d2&0;D0&0<]%e<,2\%?2&;-? <,22ee23<092-277%e<,2;&.%d0<,\j2d292d0e02? <,d%6., ,07<%d03;&?;<;70\6&;<0%- ;-? d2;&r<0\2

%-&0-2%P2d;<0%-M1,2;3,0292\2-<70- <,07P;P2d\;k232d<;0- 3%-<d0D6<0%-7<%.60?0-.<,2;3<6;&%P2d;<0%- <23,-%&%.]%e

<,2D&;7<e6d-;32M

>"0?(%7#dD&;7<e6d-;32�7<;<07<03;&Pd%32773%-<d%&�Pd0-30P;&3%\P%-2-<;-;&]707�Pd%3277\%-0<%d0-.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第 !"卷

@A引A言
钢铁工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也是我国

发展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角色之一) 高炉炼铁是钢铁工

业中必不可少的关键部分%它不仅在我国炼铁工艺中

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同样也处于世界炼铁工艺的主体

地位&#'

) 在高炉冶炼过程中%原燃料条件*送风制度*

装料制度*造渣制度等因素中任何一个的变化都会导

致炉况出现或大或小的波动) 若高炉长时间处于异常

状态%轻则造成铁水质量异常%产能损失%重则严重浪

费人力*物力%同时安全风险高%易出现安全事故) 因

此%对高炉炼铁过程的炉况进行实时监控和预警%降低

高炉出现异常炉况的概率从而预防高炉事故的发生%

对钢铁行业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A'

)

不同的高炉类型*高炉的不同时期*不同高炉冶炼

特点的不同%以及其高炉冶炼具有滞后性%所以高炉冶

炼是一个复杂多变的物理化学过程) 高炉可以看作是

一个,黑匣子-%操作者只能通过监控和分析高炉各项

参数的变化对高炉的生产过程进行评估%而操作者自

身的经验水平*主观认识都不相同%这使得对高炉炉况

的认识缺乏科学的方法) 因此%科学*客观地判断炉况

是炼铁工作者急需解决的课题) 而早在 A" 世纪 U" 年

代%日本首先开发出了高炉专家系统%日本川崎的 aKr

=1KT系统通过 U个高炉指数采取信息%构建了专家经

验规则%对高炉冶炼过程进行评判&B'

) 现代大多数高

炉专家系统都采用了 aKr=1KT系统的理论基础) 黄

波&!'等在武钢应用专家系统的前提下%于 A""J 年根据

多变量技术对高炉生产过程中的过程参数进行处理和

数据分析) 该方法有效地预判了炉温的变化趋势%也

能提前 A ,对铁水硅含量进行预报)

此外%随着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基于机器学习的

高炉炉况检测方法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取得了较多的

研究成果) A"#" 年%10;-

&J'等将引导聚集算法和 =$G

算法集成%建立了一种新型高炉炉况诊断系统) 该方

法证明了 =$G集成方法的性能要优于单一 =$G方法)

A"##年%I06

&N'等改进 ST=T算法加以优化 I=r=$G算

法的性能%阐述了一种基于成本意识的I=r=$G多类分

类方法) 该方法加快了处理速度%优化了分类精度%具

有良好的适应能力) A"A" 年%陈伟&O'等以高炉冶炼原

理和专家经验为基础%通过线性规划和 5T神经网络等

技术方法%开发了炉料结构智能优化系统) 在保证烧

结矿质量和铁水产能前提下%降低了炼铁成本)

但以上方法都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 专家系统是

有针对性地去解决部分问题(机器学习方法需要大量

的高炉故障数据作为训练集%才能保证其准确率) 然

而高炉实际生产中发生异常的次数不多%且历史故障

数据保存不完整%因此很难提供大量的故障数据作为

训练集) 相比之下%基于统计分析的方法优点在于不

需要了解很多的机理知识和过程的前因后果关系%且

对异常数据没有过多的要求) 因此%本文结合高炉数

据的特点% 调整和改进主元分析算法 "Td0-30P;&

+%\P%-2-<W-;&]707% T+W# 和 统 计 过 程 控 制 方 法

"=<;<07<03;&Td%3277+%-<d%&%=T+#%构建高炉炉况异常检

测模型%通过离线数据模拟和在线运行进行实验) 结

果表明%本方法可快速监测高炉炉况%减少高炉工长自

身主观意识%对保持高炉顺行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BA+U<算法
T+W是一种常用于高维数据降维的数据分析算

法) T+W保留了绝大部分主要信息%减少噪声干扰和

去除一些不重要的特征%从而达到加快数据处理速度

的目的)

对训练集进行 T+W前%首先要对训练集进行中心

化处理%均值必须从训练集计算而来) 假设中心化后

的数据为矩阵 3"E

!

7#%其中 E为变量数目%7为训

练集的样本数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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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E个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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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原第 *个变量和第 M个变量的相关系数) 计算公式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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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矩阵6的特征值通过特征方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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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

到%并对其降序排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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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而得到相应的

特征向量7%最后%主元可以表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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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各个主元的贡献率和累计贡献率%第 9个主

元贡献率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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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前9个主元的累积贡献率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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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贡献率越大%说明新的向量空间保留了越多

的数据信息%一般当累计贡献率达到或大于 UJV时%可

取这些成分代替原始向量空间&U

F

##'

)

T+W模型一般使用 %

A 统计量或 =T>统计量对过

程进行故障判断) 其中 %

A 统计量和 =T>统计量的计

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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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8为主元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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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对

矩阵中的非零元素取F

#指数) R是新样本归一化后的

数据)

若样本近似高斯分布%%

A 统计量可作为服从 6分

布%%

A 统计量和 =T>统计量的控制限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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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6

#

8%7

F

8( ) 是服从第一自由度为 9%第二自由度

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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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的 6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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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标准正态分布的置信极限%一般取值 "'"#

左右) 可通过上述统计量是否超过置信极限下的阈值

来判断过程有无发生异常&['

)

FAK+U基本原理
=T+最早是由美国的 =,2jj,;d<iW博士提出%并

率先使用的控制图理论) 但 =T+真正得到发展和应用

是在 A" 世纪 O" 年代%战后经济极度萎缩的日本采用

=T+快速恢复了经济%并跃居全球质量和生产率的领

先地位) 自此%=T+开始大规模应用到制造业中%并逐

渐成为企业中不可缺少的工具和质量保证手段&#A'

) 美

国著名的质量管理大师 *%72P, , *6d;- 说!,A# 世纪是

质量的世纪&#B'

)-

=T+借助数理统计的方法对过程中的信息和数据

进行监测%而过程中的数据一定会出现变差%=T+关注

的是变差) 将变差数据用图表的形式表现出来可直观

看出一定的规律%从而有一定的预警作用) =T+主要

采用控制图理论预防生产过程中错误的发生%拉依达

准则是控制图理论的判定方法%由上控制限 "8PP2d

+%-<d%&I0\0<%8+I#*下控制限 "I%j2d+%-<d%&I0\0<%

I+I#和中心线"+2-<2dI0-2%+I#%并有按时间排序的样

本数值的序列构成&#!

F

#N'

)

控制图根据不同的数据类型可分为计数型和计量

型%不同的情况使用不同类型的控制图) 针对高炉生

产过程中质量特性数据多*获取费时且花费成本也很

高的问题本文采用单值F移动极差图中的单值控制图

对高炉炉况的测量值进行监测) 单值控制图控制上限

和控制下限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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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值移动极差图将数据按时间序列标记在图上%

便于迅速发现过程中的异常波动%并对其采取相应的

措施%这很适合高炉过程的实际应用情况) 而另一方

面将单值控制图和基于 T+W的 %

A 统计量控制图相结

合%二者共同决策出什么因素更为主要地导致了高炉

炉况的波动)

MA基于现场数据的离线测试
MC@A数据预处理

本文的实验数据来源于某钢铁厂的一座 A J"" \

B

的 A号高炉) 在高炉炼铁过程中每 J 7对其过程数据进

行采集%含有 #J个高炉炉况主要参数%一天共 #O AU"条

数据) 具体参数如表 # 所示) 本文选用了从 A"#[ 年 #

月 #"日到 A月 #"日%共 BA天的数据)

表 @AB EZZ 8

F 高炉生产参数

6$=/"@A+%(&"##,$%$8"*"%#(.B EZZ 8

F

SI

序号 简称 参数名X单位符号

# 5CA�Ci 风温Xl

A 5CA�1sQb= C值!透气性指数"

B 5CA�RC̀I 热风压力XkT;

! 5CA�IS̀ I 炉顶压力XkT;

J 5CA�s̀ + 全压差XGT;

N 5CA�=S 湿度X.X\

B

O 5CA�ISiS 炉顶温度Xl

U 5CA�GsÌI 煤气利用率XV

[ 5CA�b J值!中心流指数"

#" 5CA�i \值!边缘流指数"

## 5CA�C̀ 富氧X\

B

X,

#A 5CA�++1 ##%值!十字测温中心温度" Xl

#B 5CA�1+ 探尺差X\\

#! 5CA�C*CI 风机风量X\

B

X\0-

#J 5CA�ICII 冷风流量X\

B

X\0-

这些高炉生产参数从自身来说存在着高耦合*非

稳态*非高斯的复杂多样性数据%影响高炉炉况的因素

众多且关系复杂) 利用本文第 A 节中的 T+W算法步

骤%基于以上 #J 个变量参数%对其进行降维处理) 在

保留多数信息的情况下用少量的几个综合变量取代原

变量参数进行分析%其结果如表 A所示)

表 BA降维后的主元贡献率

6$=/"BAU()*%-=Q*-()%$*"(.,%-)&-,$/&(8,()")*#$.*"%

7-8")#-()%"7Q&*-()

主元 -

*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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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B " "'B!" "'B!"

J

A

A'NOO A "'#OU "'J#[

J

B

#'[NJ " "'#B# "'NJ"

J

!

#'BU! " "'"[A "'O!A

J

J

#'#BU J "'"ON "'U#U

J

N

"'[UJ " "'"NN "'UU!

J

O

"'NOB J "'"!J "'[AU

由表 A 可看出%前 N 个主元已经包括了原数据的

UUV的信息%根据主元分析理论%已经可以通过前 N个主

元来代替原始数据集研究高炉炉况的原因) 同时也可得

到 #J个变量和 N个主元之间的关系%具体如表 B所示)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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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FA主元系数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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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际生产中%由于每个主元都有 #J 个影响因

素%很难直接监测到主元%且当某个主元出现异常时%

很难对其调整%因此%将每个主元中影响系数最高的变

量作为该主元的关键因素) 由表 B 可知%风温*风机风

量*C值*冷风流量*煤气利用率和炉顶压力分别为对应

前 N个主元的关键控制参数)

MCBA构建控制图
根据上一小节得到的前 N 个主元%通过式 "N#*

式"U#计算出%

A 统计量的控制上限%并构造出控制图%

如图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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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9

B 控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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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可看出%共有 #O个样本点不在控制界限内)

但是这仅仅只能得出哪些时刻样本是否处于控制界限

内%但无法具体看出是哪些变量影响了样本点%导致不

受控制) 因此%根据式"#"#*式"###再对以上 N 个影响

主元的关键因素构建单值控制图)

由图 #$图 N分析%图 #中的第 B*!*J 样本点出现

了失控情况%而在图 A 中%炉顶压力单值控制图也出现

了失控情况%说明炉顶压力在样本点 B*!*J 的失控状

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在样本点 B 中%图 N 中 C值也

出现失控情况%说明 C值也对该点失控也有一定的影

响) 通过分析%%

A 统计量是各变量影响的最终结果%因

此%可通过观察该值来判断高炉炉况是否处于失控状

态%若发现某个时刻的%

A 统计量超出控制限%则查看各

变量的单值控制图%从而达到确定某个因素导致的高

炉炉况不在控制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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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FA煤气利用率单值控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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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MA冷风流量单值控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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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TA:值单值控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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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结束语
通过某钢铁厂历年生产数据%采用 =T+中的 %

A 控

制图和单值控制图建立了高炉炉况异常监测模型%%

A

控制图主要监测高炉炉况的变化情况%单值控制图主

要提供高炉工长分析什么因素导致的炉况波动%二者

相互起到了互补作用%可以对高炉过程控制参数进行

监控并建立起相关标准值%有效地改善了某钢铁厂高

炉体检制度的全新体检标准) 同时将该模型应用到了

基于 =P;dk的大数据平台中) 根据实时运行参数与建

立起来的标准值进行对比%更为直观地表现出高炉顺

行状态) 最后形成的参数监控模式更为有效地监控高

炉炉况%保证了最后的产品质量的稳定性) 本文证实

了 =T+技术在高炉冶炼过程在线实时监测的可能性%

为钢铁企业把握铁水质量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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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Bg( ẀGWGK1K1c=WiWSW1c=EH)KEWRWZc2<;&M5&;7<

e6d-;32%P2d;<0%-;&7]7<2\ j0<, <,2;PP&03;<0%- %e;?9;-32?

.%X7<%P 7]7<2\ ;<G0̂67,0\;j%dk7f+gXXHH=+M1,2=0L<,

H-<2d-;<0%-;&Hd%- ;-? =<22&+%-.d277c#[["cAhBN!

F

BO#M

f!g(黄波c汪卫M基于高炉专家系统的多变量炉温智能控制系

统f*gM钢铁cA""Jc!":!@hA#

F

AOM

E8W)a5%ciW)ai20MG6&<0r9;d0;D&2e6d-;32<2\P2d;<6d2

0-<2&&0.2-<3%-<d%&7]7<2\D;72? %- 5C2LP2d<7]7<2\f*gMHd%-

;-? =<22&cA""Jc!":!@hA#

F

AOM

fJg(1HW)EciW)aWMW-%9;&e;6&<?0;.-%7077]7<2\e%dD&;7<

e6d-;32D;72? %- 76PP%d<923<%d\;3,0-22-72\D&2f*gMH=H*

H-<2d-;<0%-;&cA"#"cJ":J@hOBU$O!AM

fNg(IH8IGciW)aW)c=EWGc2<;&MG6&<0r3&;773&;770e03;<0%-

\2<,%?7%e3%7<r3%-730%67I=r=$Ge%de;6&<?0;.-%707%eD&;7<

e6d-;32f*gM*%6d-;&%eHd%- ;-? =<22&R272;d3,:H-<2d-;<0%-;&@c

A"##c:#"@hA"

F

ANcBNM

fOg(陈伟c武鹏飞c王宝祥c等M烧结r高炉炼铁全过程炉料结构

智能优化系统f*gM烧结球团cA"A"c!J:J@hU$#BcA!M

+E>)i20ci8T2-.re20ciW)a5;%rL0;-.c2<;&MH-<2&&0r

.2-<%P<0\0̂;<0%- 7]7<2\ %eD6d?2- 7<d63<6d20- <,2j,%&2

Pd%3277%e70-<2d0-.rD&;7<e6d-;320d%-r\;k0-.f*gM=0-<2d0-.

;-? T2&&2<0̂0-.cA"A"c!J:J@hU$#BcA!M

fUg(bEW)a1=c̀>EciW)aic2<;&MC;6&<?0;.-%707e%dD&;7<

e6d-;320d%-r\;k0-.Pd%3277D;72? %- <j%r7<;.2Pd0-30P;&

3%\P%-2-<;-;&]707f*gMH=H*H-<2d-;<0%-;&cA"#!cJ!:#"@hABB!

F

AB!#M

f[g(张杰c阳宪惠M多变量统计过程控制fGgM北京h化学工业

出版社cA"""hA!cAJcN"$NAM

bEW)a*02c̀ W)aQ0;-r,60MG6&<09;d0;<27<;<07<03;&Pd%3277

3%-<d%&fGgM520Y0-.h+,2\03;&H-?67<d]Td277cA"""hA!cAJc

N"$NAM

f#"g徐海鹏M基于数据驱动的复杂工业过程故障诊断方法研

究fSgM北京h清华大学自动化系cA"#AM

Q8E;0rP2-.MR272;d3, %- e;6&<?0;.-%707\2<,%? %e3%\P&2L

0-?67<d0;&Pd%3277 D;72? %- ?;<;r?d092- fSgM 520Y0-.h

S2P;d<\2-<%eW6<%\;<0%-c170-.,6;8-092d70<]cA"#AM

f##g刘慧c李沛然c包哲静c等M高炉生产过程的智能预测f*gM

中南大学学报cA"#Ac!B:J@h#OUO$#O[!M

IH8E60cIHT20rd;-c5WKb,2rY0-.c2< ;&M H-<2&&0.2-<

Pd2?03<092\%?2&0-.%eD&;7<e6d-;327]7<2\f*gM*%6d-;&%e+2r

-<d;&=%6<, 8-092d70<]cA"#Ac!B:J@h#OUO$#O[!M

f#Ag钱夕元c荆建芬c侯旭暹M统计过程控制:=T+@及其应用研

究f*gM计算机工程cA""!cB":#[@h#!!$#!Jc#J!M

sHW)Q0r]6;-c*H)a*0;-re2-cEK8Q6rL0;-MR272;d3, %-

7<;<07<03;&Pd%32773%-<d%&:=T+@;-? 0<7;PP&03;<0%- f*gM+r

%\P6<2d>-.0-22d0-.cA""!cB":#[@h#!!$#!Jc#J!M

f#Bg*8RW)*Gc5aKSCR>̀ WM朱兰质量手册:第五版@fGgM

焦书斌c等c译M北京h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cA"#!M

*8RW)*Gc5IW)1K)aWM*6d;-y7/6;&0<],;-?D%%k:e0e<,

2?0<0%-@fGgM*HWK=,6rD0-.c2<;&M1d;-7&;<2M520Y0-.h+,0-;

R2-\0- 8-092d70<]Td277cA"#!M

f#!gIHW)a*csHW) * QM G6&<09;d0;<2 7<r;<07<03;& Pd%3277

\%-0<%d0-.;-? 3%-<d%&hd232-<?292&%P\2-<7;-? ;PP&03r;<0%-7

<%3,2\03;&0-?67<d]f*gM +,0-272*%6d-;&%e+,2\03;&

>-.0-22d0-.cA""Bc##:A@h#[#$A"BM

f#Jg黄忠山c田凌c向东c等M基于 T+W和 =T+r动态神经网络

的风电机组齿轮箱油温趋势预测f*gM清华大学学报:自然

科学版@cA"#UcJU:N@hJB[$J!NM

E8W)ab,%-.r7,;-c1HW) I0-.cQHW)a S%-.c2<;&M

Td2?03<0%- %e%0&<2\P2d;<6d29;d0;<0%-70- ;j0-? <6dD0-2

.2;dD%LD;72? %- T+W;-? ;- =T+r?]-;\03-26d;&-2<j%dk

,]Dd0? f*gM*%6d-;&%e170-.,6;8-092d70<]:=302-32;-?

123,-%&%.]@cA"#UcJU:N@hJB[$J!NM

f#Ng田学森M=T+统计过程控制在铸造过程质量管理中的应

用f*gM铸造设备与工艺cA"A":B@hJB$JOcN!M

1HW)Q62r72-MWPP&03;<0%- %e=T+7<;<07<03;&Pd%32773%-<d%&

0- 3;7<0-. Pd%3277/6;&0<] \;-;.2\2-<f*gM C%6-?d] >r

/60P\2-<4123,-%&%.]cA"A":B@hJB$JOcN!M

责任编辑#罗姗姗

B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