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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粉体技术及其装备作为一门专门的学科和独立技术出现，在国外可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在我国
，从80年代中期由原化工部化工机械研究院粉体工程研究所最早进行专门的系统研究。
粉体造粒技术作为粉粒体过程处理的一个主要分支，随着环保需求和生产过程自动化程度的提高，其
重要性日益彰显，粉状产品粒状化成为世界粉体后处理技术的必然趋势。
　　对粉状品进行造粒的深度加工，其意义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降低粉尘污染，改善劳动操作
条件（包括生产过程和使用过程）；二是满足生产工艺需求，如提高孔隙率和比表面积、改善热传递
等；三是改善产品的物理性能（如流动性、透气性、堆积相对密度、一致性等），避免后续操作过程
（干燥、干筛分、计量、包装）和使用过程（计量、配料等）出现偏析、气泡、脉动、结块、架桥等
不良影响，对提高生产和使用过程的自动化、密闭操作创造了条件。
　　随着全球技术、经济竞争的日益加剧及我国加入WTO，人们对有效利用资源、提高产品质量和加
强环境保护等的意识进一步加强，对粉体造粒技术要求也越来越高。
粉体造粒技术的趋势是向设备大型化、结构紧凑化、功能多样化、效率高效化、控制系统自动化方向
发展。
　　全书共分11章，分别从造粒机理、造粒装置及其应用实例等方面详细介绍了流化床造粒、喷动床
造粒、喷雾造粒、搅拌?滚动造粒、搅拌混合造粒、压力成型造粒、烧结成型造粒、液体造粒等现代造
粒技术。
沈阳化工学院张建伟教授编写第1～4、7～9章，天津大学钱树德教授编写第10、11两章，天津科技大
学叶京生副教授编写第5、6 两章。
全书最后由钱树德和张建伟统稿。
　　由于造粒技术涉及面很广，是一种多学科交叉的新技术，书中疏漏之处在所难免，编者希望能借
此书对国内造粒技术的认识和了解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从而促进国内造粒技术与设备研究的发展。
　　感谢天津大学王晓静副教授在本书编写过程中参与统筹本书编写内容和制定编写大纲。
　　感谢天津科技大学研究生徐庆、胡娅君同学，沈阳化工学院研究生范红伟、袁园、王显旺同学，
天津大学研究生高志虎、金吉等同学，在资料查阅、收集、整理，以及绘图、录入各方面给予热情而
认真的帮助。
　　感谢常州一步干燥设备厂对本书编写的大力支持。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一些专家、学者的著作、论文，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时间仓促，加之编者水平所限，对书中不足之处恳请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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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别从造粒机理、造粒装置及其应用实例等方面，详细介绍了流化床造粒、喷动床造粒、喷雾造
粒、搅拌?滚动造粒、搅拌混合造粒、压力成型造粒、烧结成型造粒、液体造粒等现代造粒技术。
     本书可供过程工业中从事粉体技术、造粒技术的科研、设计、生产与管理人员阅读，也可供相关专
业的院校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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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　团聚黏结　　3.1　黏结机理　　由于颗粒尺寸很细小，其问的黏结力很微弱，难以直接测量
。
然而，掌握团粒（块）中颗粒间相互作用情况的机理，对造粒过程是十分重要的。
例如采用搅拌法造粒时，相对黏结强度决定着团粒的成长机制、动力学，并对团粒的形状也有决定性
影响。
此外，黏结情况对最终产品的性能影响也是十分显著的。
所以，在研究团粒的强度时和各种工业的具体加工阶段，团粒的黏结机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本书采用Rumpf分类法，它是Rumpf和他的同事们根据颗粒间相互作用的性质和产生这些相互作用的
过程步骤的独立性提出的较为基本的分类方法。
　　（1）固体桥连　因压力或摩擦而产生的局部熔融液的固化，粒子间溶液经干燥后析出的结晶及
粒子间黏合剂的固化等所形成的结合力。
例如：铁矿石团粒的硬结、烟灰粉末的胶泥黏结剂、肥料造粒过程中盐类的结晶等。
　　（2）高黏度液体黏性黏合剂（如糖、胶、树胶等）的吸附等作用产生的结合力。
例如：药片制造过程中的糖类骨胶及胶类黏结剂、细粉流动过程中的增湿作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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