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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钢 号高炉钒钦磁铁矿高效生产实践

毛建林 林千谷

攀枝花新钢钒股份有限公司

摘 要 通过采取精料
、

增大高炉送风量
、

调整风 口布局
、

注重高炉中部调剂及加强炉前管理等一系列强化措施
,

攀

钢 号高炉利用系数较长时间稳定在 以上
,

使冶炼钒钦磁铁矿炼铁技术指标取得突破
,

实现了高效生产
。

关键词 高炉 钒钦磁铁矿 强化冶炼 高效生产

班 一 一

, ,

即
, ,

,

“ , · , 。 砍 盯 一

卿
一

一 即 一

攀钢 号高炉
,

采用传统的双钟式炉

顶
、

旋转布料器
、

座内燃式热风炉
、

铸铁镶砖冷却

壁等技术
。

高炉共设 个风 口
,

个渣 口
,

个铁

口
。

高炉于 年 月 日开炉投产后
,

由于受

焦炭质量下降
、

设备故障和铁口炮泥质量差的影响
,

从大修第二个月后就出现渣铁难出
。

高炉经常憋

压
、

憋风
,

风量减小
,

产量降低
,

高炉炉缸活跃度降

低
。

在随后的几个月中
,

高炉原
、

燃料紧张
,

焦炭质

量下降造成炉况波动
,

高炉守风困难加大
,

出现上部

气流不稳
,

炉顶温度呈锯齿形波动
,

易出现中心吹焦

炭颗粒
,

出现管道及崩
、

滑料频繁
,

高炉生产一度处

于被动状态
。

到 年初
,

进一步重视炉腹 段以上冷却壁

水温差的变化情况
。

采取降低水压
,

提高水温差
,

以

减少炉身中下部勃结
,

使高炉能接受风量
,

通过提高

炉温来守风
,

以及加强炉前管理
,

及时出净渣铁
,

使

高炉炉况有所恢复
。

但长时间处于较高炉温状态
,

渣铁分离差
,

铁损高
,

焦比高
,

同时
,

高炉生产对原燃

料和低炉温的适应能力差
,

高炉炉况时好时坏
,

总体

生产水平不理想
。

到 年 月
,

高炉利用换大钟

休风 的契机
,

对风 口面积进行调整
。

通过狠抓

原料人炉
,

加强高炉操作
,

严格各项操作参数
,

及时

出净渣铁
,

高炉指标得以提高
。

至今高炉已连续

个月稳定运行
,

指标良好
。

攀钢钒钦磁铁矿冶炼特点

攀钢高炉属于高钦型钒钦磁铁矿冶炼
,

人炉矿

品位仅 其 中烧 结 矿 醉
,

球 团 矿
,

渣量大
,

渣中 高达 以上
。

当炉

温高
、

波动大或渣铁在炉内滞留时间长
,

易还原生成

和 的难熔化合物
,

从而使炉渣变薪
,

流动性

差
,

渣难出
,

渣中带铁多
,

铁损高
。

同时
,

烧结矿低温

还原粉化率较高
,

上部透气性差
,

煤气流不易稳定
,

高炉守风困难
,

高炉风量小将严重影响到炉缸的活

跃度
,

所以
,

高钦型钒钦磁铁矿冶炼一直是炼铁界公

认的难题
。

近年来
,

攀钢高炉在防止钦渣赫稠的过

程中
,

致力于稳定生铁中 的含量
,

从增大高

炉风量和提高焦炭冶炼强度着手
,

较大幅度地缩短

了炉料的冶炼周期
。

同时
,

加快炉前渣铁排放速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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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抑制生铁中 的过还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

高炉

生产指标逐年改善
。

近期
,

攀钢高炉所用原
、

燃料质

量并不理想
,

尤其燃料紧缺使各高炉用燃料条件差

别较大
。

号高炉所用原料运输距离长
,

焦炭紧缺
,

燃料质量波动影响最大 有时也因炉前劳动强度大

和渣铁罐不能及时到位等影响
,

高炉受憋
。

因此
,

高

炉守风面临许多方面的困难
,

只有在生产实践中不

断提高工艺操作水平
,

维持高炉良好炉况
,

才能实现

钒钦磁铁矿的强化冶炼
。

高效生产的主要措施

精料

合理的炉料结构
。

攀钢 号高炉开炉后
,

采

用的炉料基本结构为高碱度钒钦烧结矿 酸性球团

矿 块矿
。

随着高炉冶炼强度和炼铁整体生产水平

的提高
,

烧结生产能力不足
,

逐步提高了球团矿的用

量
,

球团矿配 比提高到 一 ,

块矿配入量减

少
,

人炉综合品位由 提高到
。

高炉风

量增大后逐步发展中心气流
,

球团矿滚落性好
,

能抑

制中心
,

球团矿配比的提高与高炉风量增大是相适

应的
,

达到的效果好
。

人炉焦炭为攀钢焦化厂 自产

焦
,

其叽
, 。感 喷吹煤粉为混合

煤
,

灰分感
。

通过铁前加强原燃料管理
,

最大

限度保持原燃料稳定
,

保持了合理的高炉炉料结构
。

提高人炉原燃料质量
。

因钒钦烧结矿在炉

内低温还原粉化率较高
,

易使块状带透气性变差
,

高

炉上部煤气流不易稳定
。

为此
,

在烧结过程中严格

控制 在合理范围
,

烧结矿人仓前设置多点喷洒

溶液
,

高炉矿槽存烧结矿控制在一定范围以

内
,

有效地提高了烧结矿的强度
。

同时
,

严格把上料

关
,

天然块矿使用前要严格过筛
,

槽下配用新型的多

层烧结矿振动筛
,

和部分球团矿槽下过筛
。

在上料

允许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人炉粉末
,

人炉粉末

长期稳定在 以内
。

要求每班必须 次现场观

察原燃料质量和粉末情况
,

并及时根据原燃料的成

分和变动修改操作参数
,

保证高炉炉温稳定
、

风量稳

定和料批稳定
。

优化高炉操作

缩小风 口 面积
。

年 月高炉换大钟

前
,

高炉风 口配置为 小 中
。

虽然高炉守风较好
,

但炉温向热太多
,

渣铁分离差
,

两渣口长期难放
,

渣 口损坏多
,

下渣带铁多
,

高炉指

标较差 一旦炉温 向凉
,

高炉就出现守风困难
。

同

时
,

生铁中
、

含量接近
,

且含 量太高
,

认为风
· ·

口面积偏大
,

风速和鼓风动能低
,

炉缸中心未吹透吹

活
。

为此
,

下部调剂采取缩小风 口直径
,

减少 小

的风 口个数
,

小 的风 口 由 个增加到

个
,

并加长个别风口的措施
。

从近年的实践来看
,

高

炉保持理论风速在 而 以上
,

实际风速在

而 以上
,

炉缸较为活跃
。

富氧喷煤
。

钒钦矿冶炼适当富氧并保持一

定煤比有利于炉况的稳定
。

富氧能有效改善煤粉的

燃烧性能和炉渣流动性
,

提高风 口前理论燃烧温度
,

补偿因喷煤引起的炉缸冷化和炉顶温度升高的影

响
,

提高冶炼强度
,

降低焦比
。

高炉加大喷煤后
,

矿

焦比增加
,

料柱自身增重
,

可适当增大风量提高压差

操作
,

顶压为 时
,

压差感 炉温向凉或

向热时
,

使用喷煤进行调节也切实可行
。

因此
,

喷煤

量增大后
,

高炉操作更加灵活
。

攀钢高炉富氧喷煤

已有较好的成功经验
,

号高炉煤比近年一直控制

在 岁 以上
,

富氧率在 一 。

通过重

视和加强喷煤管理
,

号高炉克服了钒钦矿冶炼受

外在因素制约的影响
,

在高炉产量大幅提高的情况

下
,

煤比一直维持较为理想的水平
。

高风温
。

喷煤后
,

风 口前理论燃烧温度降

低
,

为高风温的使用创造了条件
。

通过优化热风炉

烧炉和换炉制度
,

座内燃式热风炉采用两烧两送
,

交叉并联的方式送风
,

能稳定地提供风温 ℃
,

高炉工长认真贯彻稳定风温操作的思想
,

尽量不用

风温调节炉况
,

充分利用了热风炉的能力
,

较好地改

善了煤粉的燃烧率
,

使风 口活跃
,

炉缸热量充沛
。

装料制度的调整
。

钒钦矿冶炼的基本特征

是下部炉缸工作要活跃
,

上部气流要稳定
。

实践表

明
,

随着喷煤量的增大
,

料柱焦炭层变薄
,

料柱中心

透气性变差
,

易表现为边缘煤气流较发展
,

而中心气

流不足
。

为此
,

在改善原燃料的基础上
,

适当降低料

线
,

缩小开大钟的行程
,

以抑制边缘气流
、

开放中心

气流为主 主料制选用加重边缘
,

能实现强化冶炼的

料制
,

为 工 工矿石批

重随冶炼强度的提高适当扩大
,

以稳定上部气流
,

维

持适宜的料批数为 一 批
。

实现
“

物理热
、

化学凉
” ,

提高适应低炉温的

能力
。

由于钒钦矿冶炼的特点
,

尤其渣中 含量

高时
,

炉温和碱度过高
,

炉渣易勃稠
,

下渣难出
,

铁损

高
,

恶化炉缸工作状态
。

因此
,

高炉不可能长时间维

持较高的炉温
,

应坚持低硅钦操作
,

实现
“

化学凉
” 。

炉缸热量充足
,

是高炉保持正常冶炼的基础
。

物理



热提高
,

脱硫效果及流动性等才能改善
,

炉况更容易

稳定
。

高炉喷煤后
,

间接还原改善
,

减少直接还原对

炉缸热量的消耗
,

喷煤使燃烧带向炉缸中心延伸
,

炉

缸中心吹透
,

更加活跃
,

能较大程度改善炉渣流动

性
,

缩短渣铁在炉内滞留时间
,

降低还原仁 」的含

量
,

加快渣铁排放速度
,

有利于提高冶炼强度
。

冶炼

强度提高
,

料批稳定
,

更有利于调控上升的煤气流
,

达到气流稳定分布
,

从而改善高炉整体的下料水平
,

减少下料好坏对炉温和原燃料质量的依赖
。

当高炉

适应低炉温状态稳定生产时
,

就能在很大程度上稳

定风量
,

提高产量
,

降低焦比和铁损
,

提高钒钦矿冶

炼的主要技术指标
。

风量稳定
,

炉型稳定
。

高炉操作必须要有

一个合理的操作炉型
,

操作炉型不合理
,

煤气流难以

调控
。

近年钒钦矿冶炼的实践证明
,

高炉风量
、

产量

稳定
,

则操作炉型较稳定
。

炉况好坏与风量存在着

紧密的关系
,

尤其风量小
,

慢风时间长的情况下
,

钒

钦磁铁矿冶炼的操作炉型会发生明显的变化
,

高炉

的炉缸状态将受到很大的影响
。

号高炉经过实践

摸索
,

炉腹以上 一 段水温差在 一 ℃时
,

高

炉较为稳定
。

为此
,

布料和水量调整以参照水温差

为依据
,

并稳定进水温度在 ℃左右
。

钒钦矿冶炼

的渣铁排放极不均匀
,

炉温波动受渣铁排放的影响

也大
,

高炉渣皮的稳定性较差
,

渣皮部分脱落的情况

时有发生
。

因此
,

要稳定炉温
,

保持高炉渣皮和水温

差在一定范围内波动
,

才有利于高炉能稳定守风
,

保

持操作炉型趋于合理
。

加强炉前管理和渣铁罐调配工作

钒钦矿冶炼渣量大
,

达到 岁 以上
,

甚至更

高
。

渣铁能否及时出净至关重要
,

关系到量压
、

炉

温
、

料批的稳定
。

号高炉是单铁 口作业
,

炉温高

时
,

渣 口带铁多
,

时放时堵
,

对铁口工作的压力更大
。

因此
,

要强调炉前管理
,

及时出净渣铁是生产的重中

之重
。

出铁到后期时
,

铁 口易窜煤气
,

渣铁流较散
,

易造成铁沟两侧积渣多
。

渣沟结壳的现象也很普

遍
,

每次铁后都必须及时清理
,

炉前的劳动强度大

同时
,

渣
、

铁罐都是单铁道线上作业
,

每次铁后都要

进行调配
,

出铁经常要受渣铁罐调配的影响
。

通过

强调炉前管理和渣铁罐调配工作
,

出铁间隔时间能

严格控制在 一 以内
,

每班 完成 次铁
,

每次力争铁口出吹
,

达到渣铁出净的目的
。

主要效果和努力方向

高钦型钒钦磁铁矿高炉冶炼由于人炉品位低
、

渣量大
、

操作难度大
,

高炉指标一直不太理想
。

但

是
,

号高炉通过高效生产实践
,

已实现连续 个月

稳定运行
,

指标良好 见表
。

表 攀钢 号高炉开炉以来主要技术指标

项目
年 溉霄

,

黔轰
年

一 月

利用系数
,

以
·

焦比
,

煤比
,

留

综合冶炼强度
,

“
·

风量
, ,

风温
,

℃

矿耗
,

岁
,

富氧率
,

焦炭灰分
,

月

目前
,

号高炉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

但要取得

更好的指标和保持高炉长期稳定
,

仍需要做许多细

致的工作
。

尤其在当前进口矿少
,

烧结矿铁分低
,

焦

炭自给能力不足
,

需要外购质量较差的落地焦和冶

金焦时
,

对高炉的操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今后的

努力方向是

继续加大原燃料监管力度
,

稳定提高原燃

料质量
,

让高炉吃上精料
。

严格炉前放渣出铁的组织管理和渣铁罐调

配工作
,

达到及时出净渣铁
,

减少高炉憋风
,

维持较

高的冶炼强度
,

减少操作上出现大的波动
。

钒钦矿冶炼要求稳定守风
,

增大风量
,

提高

炉缸活跃度
,

增强高炉适应低炉温的能力
。

加强高炉工艺操作管理
,

进一步保持高炉

炉况的长期稳定
,

减小外围原燃料质量波动造成的

负面影响
,

优化高炉生产指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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