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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4-2018年中国感应炉市场分析与行业调查报告》共十章。首先介绍了

感应炉相关概述、中国感应炉市场运行环境等，接着分析了中国感应炉市场发展的现状，然

后介绍了中国感应炉重点区域市场运行形势。随后，报告对中国感应炉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

析，最后分析了中国感应炉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感应炉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

或者想投资感应炉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感应炉是利用物料的感应电热效应而使物料加热或熔化的电炉。 感应炉采用的交流电源有

工频( 50或60赫  )、中频(150～10000赫）和高频（高于10000赫）3种。感应炉的主要部件有感

应器、炉体、电源、电容和控制系统等。在感应炉中的交变电磁场作 用下，物料内部产生涡

流从而达到加热或着融化的效果。感应炉通常分为感应加热炉和熔炼炉。熔炼炉有芯感应炉

和无芯感应炉两类。有芯感应炉主要用于各种铸铁 等金属的熔炼和保温，能利用废炉料，熔

炼成本低。无芯感应炉分为工频感应炉、三倍频感炉、发电机组中频感应炉、可控硅中频感

应炉、高频感应炉。特点：1. 加热速度快、生产效率高、氧化脱炭少、节省材料与锻模成本

。由于中频感应加热的原理为电磁感应，其热量在工件内自身产生，普通工人用中频电炉上

班后十分钟 即可进行锻造任务的连续工作，不需烧炉专业工人提前进行烧炉和封炉工作。不

必担心由于停电或设备故障引起的煤炉已加热坯料的浪费现象。由于该加热方式升温 速度快

，所以氧化极少，每吨锻件和烧煤炉相比至少节约钢材原材料20-50千克，其材料利用率可

达95%。由于该加热方式加热均匀，芯表温差极小，所以在 锻造方面还大大的增加了锻模的

寿命，锻件表面的粗糙度也小于50um。2.  环保，工作环境优越、提高工人劳动环境和公司形

象、无污染、低耗能。感应加热炉与煤炉相比，，工人不会再受炎炎烈日下煤炉的烘烤与烟

熏，更可达到环保部门 的各项指标要求，同时树立公司外在形象与锻造业未来的发展趋势。

感应加热是电加热炉中最节能的加热方式由室温加热到1100℃的吨锻件耗电量小于360 度。3.

精准，加热均匀，芯表温差极小，温控精度高。感应加热其热量在工件内自身产生所以加热

均匀，芯表温差极小。应用温控系统可实现对温度的精确控制提 高产品质量和合格率。4.其

它，中频炉加热装置具有体积小，重量轻、效率高、热加工质量优及有利环境等优点正迅速

淘汰燃煤炉、燃气炉、燃油炉及普通电阻 炉，是新一代的金属加热设备。利用感应线圈产生

的感应电流加热物料的一种电炉。若加热金属物料，则将其放在耐火材料制作的坩埚中。若

加热非金属材料，则将 物料放在石墨坩埚中。增加交流电频率时，感应电流频率则相应提高

，产生的热量增多。感应电炉加热迅速，温度高，操作控制方便，物料在加热过程中受污染

少， 能保证产品质量。主要用于熔炼特种高温材料，也可作为由熔体生长单晶的加热和控制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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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2014-2018年中国感应炉企业提升竞争力策略分析 

第七章 2013年感应炉行业重点企业调研分析 

第一节 企业1 

一、企业简介分析 

二、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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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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