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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9章，第1、2章介绍了高炉炼铁生产工艺过程、炼铁用原燃料性质、产品种类及主要技术
经济指标等；第3、4章叙述了炼铁基本原理和基本操作制度；第5-8章结合生产实践叙述了高炉冶炼、
炉前、开炉与停炉和热风炉等方面的操作技术，尤以冶炼操作为重点，较详尽地讲述了高炉炉况的判
断和调剂方法，以及失常炉况的判断和处理方法；第9章为计算部分，结合实例列举了一些炼铁常用
计算和简易计算方法。
　　本书通俗易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具有较强的实用性、普及性，可供从事炼铁工作的技术人员
、工长、炉长、工人、管理人员、企业领导和高等院校有关专业师生参考，也可作为专业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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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 高炉基本操作制度的选择与调剂理论研究与生产实践一致证明，高炉的“高产、优质、低耗、长寿
”只有在炉况顺行、炉温充沛而稳定的基础上才能获得，而在原燃料质量、设备装备和生产管理水平
一定的条件下，选择合理的操作制度，则是保证高炉炉况顺行和炉温充沛稳定的重要手段。
高炉操作的主要内容有：（1）运用高炉冶炼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规律，根据冶炼条件的变化，制定合
理的基本操作制度，这是高炉操作的基础性工作。
（2）利用各种手段，准确判断炉况，及时调整工艺参数，保证高炉冶炼行程的热量收支平衡，炉料
与煤气流运动稳定顺行，这是高炉操作的日常性工作。
高炉基本操作制度包括送风制度、装料制度、造渣制度和热制度。
它是根据高炉有效容积的大小、高炉冶炼强化的程度、冶炼生铁的品种、原燃料质量、高炉炉型和设
备装备情况等来决定的。
4.1 送风制度送风制度是指在一定的冶炼条件下，选择合理的鼓风参数（风量、风温、风压、湿度、喷
吹燃料数量、富氧程度等）及风口尺寸，以获得良好的炉缸工作状态以及合理的煤气流初始分布。
当冶炼条件发生变化时又必须根据具体情况调剂鼓风参数及风口尺寸，以保证炉缸工作和煤气流初始
分布处于合适状态。
4.1.1 风量4.1.1.1 风量对高炉冶炼的影响（1）风量对下料速度的影响。
炉料下降的速度，既受力学因素的支配，也取决于风口前燃烧焦炭量的多少。
显然，随着风量的增加，炉料下降速度增快，同时风口前由于焦炭燃烧而生成的煤气量也相应地增多
，使煤气上升的浮力增加，又有使炉料下降减慢的另一方面；反之则结果相反。
但只要煤气流分布合理，炉缸温度充沛而稳定，上升的煤气流浮力不大于炉料下降力，则炉料下降速
度与入炉风量成正比，即增加风量炉料下降速度加快，减少风量使炉料下降速度减慢。
（2）风量对煤气流分布的影响。
在风口尺寸不变的条件下，增加风量，风口前鼓风流速加快或鼓风动能加大，使风口焦炭循环区或燃
烧带相应扩大，中心煤气流得到相应的发展；反之，在减少风量的情况下，就会削弱中心煤气流而相
对地使边缘煤气流发展。
（3）对造渣过程的影响。
风量大，煤气生成量也随之增多，上升煤气带上去的热量增多，使沿高炉高度上煤气温度普遍上升，
成渣区上移；同时也由于成渣早，转入初渣中的FeO将增多.使初渣量增多，这些都将增加成渣区的厚
度，对高炉下部料柱透气性有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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