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三届全国大高炉炼铁学术年会论文集

首钢迁钢1号高炉低风温冶炼实践

程洪全

(首钢迂钢公司，河北，064400)

摘要 迁钢1号高炉因更换热风炉格子砖导致低风温，介绍了高炉通过调整上部装料制度、下部送风制度、提

高富氧等应对措施，使高炉在稳定顺行条件下保持较高水平，以及由低风温转高风温的炉内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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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w temperature smelting practice of No．1 blast furn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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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ue to the replacement of hot blast stove checker brick leads to low temperamm alr m No·

1 blast fUgllace of Qian Gang．introduced by adjusting the charging system of blast ful'llaCe top，bottom

blowing system，increasing oxygen enrichment etc ailswb-：踅measl．R'e，make the blast fill"nacc in stable

condition to maintain a high level，and from low temperature to hi曲wind temperature of furllace

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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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迁钢1号高炉，2004年10月投产，有效容积2650m3，30个风口，3个出铁口，于2010年10月11

日至12月21日为响应国家节能减排工作安排，进行停产检修，利用此次停炉机会对1号热风炉进

行更换格子砖工作，高炉送风后，在1号热风炉投入前，由设计的3座热风炉改为只能使用其它2

座热风炉送风生产，入炉热风温度由1180。C下降到稳定在800。C左右，在此期阅，高炉通过富氧

鼓风喷欧煤粉，调整风口迸风面积，调剂装料制度等措施，确保了高炉的正常生产。

2低风温阶段具体实践

2．1控制好喷煤量保持合适的风口前理论燃烧温度

炉况顺行的主要标志是炉缸热量充沛，铁水“物理热”和“化学热”充足，流动性好，铁水

质量稳定，煤气流分布正常，下料顺畅等特征。为此，在实际生产中，必须确保一定的理论燃烧

温度。根据生产实践，确定低风温条件下通过调整焦炭负荷，控制喷欢量盼大小、控制风口前的

理论燃烧温度不低于2000。C作为调剂标准。

提高富氧率，提高风口前理论燃烧温度，保证煤粉充分燃烧。坚持富氧和喷煤结合，不管是

否具备高风温，提高富氧率都是增加煤粉燃烧的措施；只有保证了煤粉充分燃烧，才能从理论上

保证燃料比降低；富氧可以减少炉腹煤气量，提高风口前理论燃烧温度。

(1)富氧率为零时，调整焦炭负荷，理论燃烧温度按2000。C以上控制，全关混风调节，用足

风温，寻找喷煤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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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富氧条件下，高炉保持最高富氧率，稳定平均风温水平，调整焦炭负荷，寻找合理的喷
煤比。

(3)适当提高炉温水平和炉渣二元碱度，提高炉缸温度。

2．2调整进风面积。保证合适的风速及鼓风动能

在1号热风炉投入使用之前的一段时间内，由于风温不断降低，致使鼓风动能不断下降。为

了提高鼓风动能，采取了在送风前将高炉的10个由130ram风口加lOmm衬套，变成由1lOmm的较小直

径风口，再配合堵4个风口措施(风口进风面积的具体情况见图1)，控制实际风速不低于200 Ill／

2，3合理的装料制度

3叫；¨ 2一“
：眄前

图1：高炉风口配置情况

此次送风装料制度为：Q k 35。32。29。 (2 4 3)，Q J 38。35。32。29。26。18。(4

2 2 2 2 3)，12月23日为达到尽快上风目的，采取适当疏导边缘方法调装料：Q J 38。35。32

。29。26。18。(4 2 2 2 2 3)改为a J 384 35。32。29。26。18。(4 3 2 2 2 2)，通过疏导，

炉内接受风量能力增强，风量逐步由2000m3／min加到4000m3／min，达到了全风水平。

随着风温和鼓风动能降低，边缘煤气流发展，同时风温降低所带来的焦比升高使料柱中矿

焦比降低，致使炉内煤气流的稳定性变差。为稳定煤气流，必须改变装料制度，控制边缘煤气流

的发展，在装料制度上注意加重边缘，减少热量的浪费。只有充分保证焦炭在高炉内起骨架、发

热、还原剂作用的功能，这样才能获得较低的燃料比。

根据冶炼具体情况，调整装料制度，调整原则：打开中心，稳定边缘。在这个指导思想下，

对矿石布料平台进行平铺，增大了角差，由原来的Q k 35。32。29。 (2 4 3)改为a k374 35

。32。29
6

(2 2 4 3)，通过矿石平台的展开，十字测温中心温度逐步升高，边缘趋于稳定，

进一步展开矿平台，q k37。35。32。29。 (2 2 4 3)改为d k37。35。32。29。26。 (2 3 3

2 2)，由此来得到较好的煤气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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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口面积
日期‘ 中llOmm风口个数+ 由120mm风口个数i 由130ram风口个数‘ 堵风口个觌

(m2)F

12—22— 10．] OF 16— 4p 0．3074—

12-2310 10!o O一 17— 3— 0．3206p

12-25,： 10f 0— 18— 2p 0．3309P

1．2—26‘ 100 O!o 1910 l事 0．3472—

1一哇F 0— 1p 2510 毛p 0．3431p

1—9p O!o 1p 26,o 310 0．3564p

1-18一 O!o 1— 27,-' 2p 0．3696—

1-1910 ∞ 1— 28p lp 0．3829p

1-2010 0p 1— 29p 0— 0．3962#

3．3炉内操作

表2：l#高炉风口调整情况

(1)、在逐步恢复风温的过程中，相应恢复风口面积，直到不小于原高风温时的正常风口面积。

(2)、在逐步恢复风温，恢复负荷过程中，注意疏导边沿煤气，防止风口大量破损。在加重焦炭

负荷料下达后，逐步用上风温。

(3)、在恢复风温前，按理论燃烧温度计算所需煤量，再通过综合负荷计算此煤量需加重的焦炭

负荷，在加重焦炭负荷半个冶炼周期后开始逐步恢复风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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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结论：

图2：提高风温时焦炭负荷及理燃的控制

4．1迁钢1号高炉的生产实践表明：在某些特定条件下，高炉热风温度只能维持较低水平时，通

过减轻焦炭负荷，缩小风口面积，合理调整上部制度，控制好煤气分布、富氧、喷煤、控制炉型

等措施，依然能保持炉况的稳定顺行，适当优化、减少燃料的消耗。

4．2提高风温时应根据高炉炉况变化，兼顾热风炉拱顶升温情况，按计划、有步骤地提高风温，

并在提风温前半个冶炼厨期加重焦炭负荷，适时增加煤粉用量来抵消提风温带来的理燃升高，控

制风口前合适的理论燃烧温度，是保证炉况顺行的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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