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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职高专"十二五"规划教材:火法冶金:熔炼技术》共分6章，选取了造锍熔炼铜精矿、吹炼铜锍、还
原熔炼铅烧结块、还原熔炼锡精矿和直接熔炼铅精矿等几种典型的熔炼技术为代表，结合顶吹熔炼、
闪速熔炼等先进生产设备的结构、工作原理和操作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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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在诺兰达炉铜锍品位的控制过程中，炉料实际需氧量与理论计算需氧量的差异导致
了铜锍品位的变化，在过程控制上，“需氧量”有着特定的含义，它是反映熔池内锍品位变化时的需
氧量或供氧量的变化。这种变化在输入氧量保持定值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增加或减少精矿量来调控铁
与硫的氧化数量，实现锍品位的控制。另一方面，锍品位变化时，需氧量或供氧量的变化是受熔池的
容积容量影响的。因此，将这种变化关系称之为熔池特性，即库存铜锍的过剩氧量，下面将以具体的
例子来说明。 在没有新炉料加入炉内的情况下，且炉内所积蓄的锍量不变，此时若铜锍品位变化，将
会使需氧量变化，并与炉内积蓄的铜锍量有关。 设有l00t含Cu为70％的铜锍，当品位上升到71％时，
铜锍量为100×70％／71％=98.59（t），前后的质量差额为1.41t（忽略次要元素），这个质量变化完全
由铜锍中FeS的氧化所致。计算该FeS氧化的需氧量，即得该铜锍品位变化时铜锍的需氧量。 FeS氧化的
需氧量为563m3，这意味着锍品位上升到71％时应向炉内多加精矿，炉内积蓄的铜锍可以向炉内反应
提供563m3过剩氧量，即供氧量已经比锍品位为70％时多出563m3。如果铜锍品位下降，则此值为负，
意味着炉内脱硫少了，供氧量不够，欲保持原来品位，在不调节供氧流量时，则需减少精矿加入量。 
铜锍品位控制计算实例 铜锍品位的控制是以氧平衡为基础，可以采用改变加料量或鼓风量的方法来实
现。任何一种控制调节只要与氧平衡有关，就必须重新进行一次氧平衡计算。氧平衡式表达为： 鼓入
总气量×氧利用系数=加入精矿量×精矿需氧量+燃料量×燃料需氧量+过剩氧量 例：设定目标铜锍品
位为70％，半小时前得到铜锍品位结果为70.2％，加料速率为80t／h，煤的加入量为1.5L／h，鼓风量
为37000（标态）m3／h，氧浓度为44％，熔池上方鼓入空气量（标态）4000m3／h，现得到铜锍品位
结果为69.8％，请计算加料率，使品位在半小时内回到目标值。 此时其他相关参数为：氧综合利用
率95％，煤的耗氧量1650（标态）m3／t煤，熔池中铜锍积蓄量200t，铜锍品位提高1％所对应的需氧
量为（标态）1112m3。 首先，计算出原先的精矿需氧量： 需氧量（标态）=（37000×44％+4000×21
％）×95％一l650×1.5=13789（m3） 实际吨精矿需氧量（标态）=13789／80=172.36（m3／t） 炉中积
蓄的铜锍的品位每提高1％，所对应的需氧量（标态）为1112m3。本例中，铜锍品位在半小时内下降
了0.4％，说明熔池中实际供氧量比理论耗氧量小，相对应在半小时内： 每吨精矿过剩氧量（标态）=
熔池过剩氧量／加料速率=（70.2—69.8）×1112／（80×0.5）=11.12（m3／t） 新的每吨精矿需氧量（
标态）=172.36+11.12=183.48（m3／t） 以下的工作就是调整进料率，以使新产出的铜锍品位为70％，
并将炉内积蓄的所有铜锍的品位全部从69.8％提升到70％。 新加料速率=（总氧量+熔池过剩氧量）／
新的精矿需氧量=[13789+（69.8—70）×1112]／183.48=73.94（t／h） 实际操作中，加料速率由80t／h
突然减至73.94t／h会引起炉温剧烈波动，可采取增加冷料量或逐步改变加料速率缓慢调节铜锍品位的
方法，以稳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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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职高专"十二五"规划教材:火法冶金:熔炼技术》以培养具有较高专业素质和较强职业技能，适应企
业生产及管理一线需要的“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上手快”的冶金高技能人才为目标，贯彻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力求体现职业教育针对性强、理论知识实践性强、培养应用型人才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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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其实这套书，是将冶炼过程进行分解讲解，可以作为一种专题来研究，比较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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