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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用湿式回转窑工艺设备
, 在窑内相继对真空过滤机产生的尘泥 含水  左右 进行初步干燥

、

造拉
、

烧结三个

过程 经烧结的粒块粒径 大于等于 的占
·

这种粒块返回炼钢工序 作造渣剂
, 实现尘泥厂内消纳 产品

生产燃料消耗为
·

丫 ‘

关健词 炼钢尘泥
,

湿式回转窑 , 造渣剂

氧气顶吹炼钢时产生大量含尘浓度很高的

烟气
,

通常用湿法除尘
,

污水经沉淀池
、

浓缩池

浓缩
,

最后用真空圆筒过滤机过滤
,

产生含水

外 左右的尘泥 尘泥的处置是钢铁厂环境保

护的一大难题 从化学成分看
,

尘泥是钢铁生

产很好的含铁含钙原料 本文采用湿式回转窑

单一工艺设备
,

对尘泥的回收进行了研究

工艺和主要装备

工艺流程

尘泥湿式回转窑制粒法是马鞍山钢铁公司

研制的尘泥回收利用方法 它直接以尘泥 真

空过滤机滤饼
,

含水 肠 左右 为原料
,

仅用一

个湿式回转窑
,

对尘泥相继进行初步干燥
、

造

粒
、

烧结
,

从窑内出来的产品为粒块状 这种粒

块返给炼钢作造渣剂 工艺流程见图

烟气 提式回转窑

生泥

、来自真空

过泌

烧嘴

初步干燥 石幻飞护
粒块产品

图 尘泥湿式 回转窑制粒法工艺流程示意图

湿式回转窑是指加人这种窑内的物料允许

含有相当高的水 按功能分
,

湿式回转窑可以

分成三段 第一段完成尘泥初步干燥
,

这一段

相当于圆筒干燥机 中间一段窑相当于圆筒造

粒机
,

实施对初步干燥尘泥的造粒 最后一段窑

起烧结作用

窑内气流与物料呈逆流式 可用气体或液

体燃料等产生高温使粒块烧结 然后热烟气预

热刚生成的粒块 最后
,

烟气的热用来初步干燥

尘泥中的水分 烟气离开湿式回转窑时温度很

低
,

因而
,

燃料热量得到充分利用

从窑 内出来的粒块经冷却后供炼钢作造渣

剂
,

可代替氧化铁皮和部分萤石
,

并且冶金效果

优于后者
。

主要工艺装备

 ! 湿式回转窑

尘泥湿式回转窑制粒法的核心部分是湿式

回转窑 它进行了从尘泥到粒块的全部生产过

程 为避免尘泥在初步干燥过程中粘附在窑壁

上 干燥区结圈
,

在湿式回转窑的干燥段内悬

挂链条 该链条还增加了热烟气流与尘泥的热

交换面积
,

使热效率提高

尘泥加料泵

尘泥湿式回转窑制粒法要求加入窑内的尘

泥量稳定
、

可调 用国产小型混凝土输送泵或

喷浆泵能满足要求

参加试验的还有徐春香 , 王鹏飞 , 杨阳和李颂 等
, 年 月 日收到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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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混凝土输送泵由料斗
,

分配阀
,

推送机

构
,

液压传动系统
,

电气控制系统等部分组成

推送机构为双活塞缸 分配阀为通孔扦板式闸

阀 通过改变活塞行程次数调节泵送排觉

这种泵输送量 一多 ,

水平输送能力
,

垂直输送能力 可将这种泵设置在

真空过滤尘泥料仓下
,

实现尘泥管道输送直接

人窑内
,

克服尘泥落地
、

装卸
、

运输过程中产生

的二次污染

喷浆泵功能比小型混凝土输送泵少
,

但基

术的输送能力则相同 它的价格比小型混凝土

输送泵低得多

卷 期

试验

 试验工艺流程

由于试验时只有单缸泥浆泵
,

不能泵送尘

泥
,

所以试验改用浓缩池的低流浓缩尘泥浆
,

含

水 一 肠 鉴于浓缩尘泥浆人湿式回 转 窑

后
,

仍经历含水 呢 左右的尘泥阶段
,

具有物

料代表性 但是
,

由于人窑物料中含的水都是

以热蒸发除去的
,

浓缩尘泥浆比尘泥燃料热消

耗要高得多 增加 一 八 产品

试验用浓缩尘泥浆产生于 吨氧气顶吹

转炉 污水处理为 价 立式沉淀池
一必 浓缩池

一
圆筒真空内 滤 机

一
尘泥

试验用的浓缩尘泥浆取自浓缩池
,

实测含水率

一 多

试验工艺流程见图

二 试验结果

工艺稳定性

湿式回转窑内物料顺行
,

炉况稳定 初步

干燥段未出现担心的干燥区结圈 在高温区出

现结圈的温度
,

高于使粒块达到运输和炼钢听

需强度的温度 运行参数调节范围大

产品粒度和强度

产品粒度 按时间历程取样测定
,

粒

度大于等于 粒级统计值为 样本数
,

平均值 兴 标准离差 务

产品中小于 部分也呈粒状
,

粉状料很少

产品强度 测定了落下强度
,

转鼓强

度
,

抗压强度
,

数值接近烧结矿
,

优于小块焦

 产品化学成分

湿式回转窑制粒过程中不加添加剂
,

产品

化学成 介取决于炼钢产生的尘泥化学成分 见

表

减 含铁量 外
,

三元碱度〔

十 干 为

生产过程的污染状况

生产过程的产尘点是从窑内出来的烟气和

产品中含的少量粉子的相尘

由于在湿式回转窑内初步干燥后的尘泥即

进人造粒块过程
,

窑 内不出现粉状的干尘泥 从

窑内排 出的烟气
,

含尘浓度不高 虽不一 定达

到排放标准
,

但易治理

单位产品燃料热消耗

以浓缩尘泥浆人窑
,

单位产品燃料热消耗

试验中测得为 吸 八产品 减去浓缩

尘泥浆含水率比 尘泥高引起的附加燃 料 热 耗
,

尘泥入窑时单位产品燃料热消耗应为
·

护 八 产品 这是将尘泥从含水 外 干燥和

实施烧结热量的总和
。

匡创
池

恤
卿恻

图 试验工 艺流程示意图

浓缩尘泥浆贮存
、

搅拌混匀桶 单缸泥浆泵 ,

瓢式给料机 湿式 回转窑
,

中
·

又

, 烧嘴一次空气风机 烟 囱

表 尘泥湿式回转窑产粒块化学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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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在 吨氧气顶吹转炉上试用结果

尘泥湿式回转窑生产出的粒块
,

有 朽 吨在

氧气顶吹转炉生产中作造渣材料 该炉正常生

产中
,

造渣 用石灰
、

氧化铁皮和萤矾 试验用尘

泥湿式回转窑产粒块全部代替氧化铁皮
,

有的

炉次同时代替萤矾 分二次进行试验
,

首先全

部代替氧化铁皮
,

即用石灰
,

湿式回转窑生产的

粒块
、

萤矾遗渣 废钢按生产正常加人量 获

得成功

第二次生产试验
,

炼钢 炉 冶炼的钢种

为普碳钢和低合金钢 废钢仍按生产正常加人

量 全部代替氧化铁皮
,

其 中 沪不加萤矾

这次试验同时以 炉按正常生产用造 渣 料 炼

钢的作对比 两组造渣材料炼钢的原材料单耗

比较和冶金效果比较分别列于表 和表

试验结呆表明
,

尘泥湿式回转窑生产的粒

块
,

用于氧气顶吹转炉炼钢生产是可行的
,

有良

好的冶金效果

本工作实现了尘泥不出钢厂消纳于炼钢生

产之中 吨钢粒块加人量平均
,

最大达

超过干尘泥发生量二全部代替氧化铁

皮和部分萤石

对炼钢废钢比无影响 粒块吸热量和石灰
、

萤石相差不 多
。

提高金属收得率
,

降低钢铁料消耗

用尘泥湿式回转窑生产的粒块渣料组比对

照组起渣时间提前 一 容易化渣
、

消

除返干
,

控制喷溅易掌握 脱磷快
,

终点磷下降

缩短供氧时间 一
,

提高了转炉生产能

力

由于用了湿式回转窑粒块
,

不加或少加萤

石
,

可提高炉衬寿命 降低炼钢烟气中的氟
,

减

少环境污染
。

两组造渣材料炼钢原材料单耗比较

造造 渣 材 料料 统计炉数数 金属收得得 废钢 石灰 氧化铁皮皮 氧气消耗耗 湿式回转转 萤矾 旧旧

率率率率 钢 八 钢 钢 , 窑粒块块 八 钢
钢钢钢钢钢钢钢钢 钢

石石灰
、

湿式回转窑产粒块
、

萤矾 炉
。

 
。 。 。 。

石石灰
、

氧化铁皮
、

萤矾矾
。 。 。 。 。

表 两组造渣材料炼钢冶金效呆比较

造造 康 材 料料料 终点点 一 倒脱磷磷 , 纯供氧时时 艺

终终终终点点 终点点 ℃ 率 间间 终点点玩玩玩计犷狱狱狱狱狱狱 终点点点点

石石灰
、

湿式回转窑产粒块
、

萤矾 炉
,

   
。 。

 
。 。 ’ , ’’ 。

石石灰
、

氧化铁皮
、

萤矾矾  
。 。 。 。 。

夕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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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二级污水处理厂时
,

则需增加扩建投资

亿元
,

增加年运行费 万元
,

才能取得与方案

相同的环境效益 因此
,

可以认为
,

调整后的

方案 的技术
、

经济
、

环境的总效益最佳

玫谢 参加本课题的人员还有席德立
、

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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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抚平
、

王树槐 胡礼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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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庆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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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扬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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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学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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