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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冶金石灰是钢铁生产的重要熔剂和造渣材料之一，我国各大、中型钢铁企业基本上都有冶金石灰的生
产设施。
在20世纪50～60年代，我国钢铁企业的冶金石灰生产设施极其简陋。
窑炉基本上采用竖窑。
有些竖窑机械化程度稍高些，但大部分是以人工操作为主。
燃料多数使用焦炭和无烟煤。
生产的冶金石灰的质量参差不齐，生烧、过烧较多，一般活性度都在250mL以下。
由于石灰的质量较差，活性度较低，有效氧化钙含量低，炼钢消耗石灰量较大。
冶金石灰的生产和使用也没有被高度重视。
1974年以后，随着武钢1700引进工程及宝钢的建设，钢铁冶炼技术有大幅度改进，生产品种不断增多
，质量水平也不断提高。
随之钢铁生产，特别是转炉炼钢生产对冶金石灰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
要求石灰具有较高的活性度和较低的硫含量，即要求使用“活性石灰”。
业界开始重视冶金石灰的生产和使用。
为提高冶金石灰的质量，使得石灰石的选取、开采、运输、加工，焙烧窑炉的选型、改进，成品石灰
的加工等技术都逐渐被提到日程上来。
首先就是要提高对原料石灰石的质量要求。
选择氧化钙含量高、低硫的石灰石，有些企业在石灰石进厂后增设了控制粒度和水洗去除泥沙杂质的
工艺。
对焙烧窑炉和燃料的使用更是下了一番工夫。
选择带预热器的大型回转窑、并流蓄热式双膛竖窑、套筒式竖窑等各种先进窑炉，采用无灰的气体燃
料等。
成品的贮存和粒度控制也更加讲究。
这些都大大提高了冶金石灰的质量。
如今，我国冶金石灰的生产技术和装备水平都达到了较高水平。
采用高质量的石灰可为钢铁生产带来一系列好处，特别是对于转炉炼钢更是如此。
有资料统计，采用高质量的石灰（活性石灰）与使用普通石灰相比，转炉吹炼时间可缩短10％，钢水
收得率可提高1％，石灰消耗可减少30％以上，萤石使用量可节省25％左右，原料的废钢比可提高2．5
个百分点左右。
此外，使用活性石灰还有利于炼钢过程的脱硫、去磷和提高转炉炉衬的寿命。
有专家认为，氧气炼钢工艺的最大改进之一要依赖改进化渣操作，而改进化渣操作则须由提高石灰质
量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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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冶金石灰生产技术手册》介绍了冶金石灰的基本知识、所使用的原料和燃料、焙烧原理、成品
加工、生产过程控制及环境保护、主要生产过程所使用的设备以及生产系统附属装置等，特别对于冶
金石灰的焙烧使用的各种窑炉的窑型、热工原理、结构规格、附属设备、施工、操作维修等作了重点
介绍。
　　《冶金石灰生产技术手册》可供冶金石灰、化工、建材和窑业等专业技术人员使用，也可供大专
院校有关专业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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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1．3．3气孔率和比表面积气孔率分为总气孔率和开口气孔率。
总气孔率可由密度和体积密度算出，它包括开口气孔和闭口气孔。
不同煅烧度石灰的气孔率、比表面积和体积密度的数值示于表1-3。
由表可见，随着煅烧程度的增加，体积密度增加，而气孔率和比表面积下降。
研究表明，随着煅烧度的提高，气孔的半径趋于增大。
轻烧石灰由于它的晶体小，比表面积要比中烧石灰大得多。
1．1．3．4硬度和强度生石灰的硬度也取决于它的煅烧度。
硬烧石灰的莫氏硬度约为3，轻烧石灰的硬度约为2．2。
生石灰的强度对贮运来说很重要。
随着体积密度的增加，抗压强度提高。
轻烧石灰由于体积密度很小强度低，因此在贮运过程中防止它的粉碎是一重要问题。
1．1．3．5灼减所谓灼减，一般是指石灰加热到1000℃左右所失去的质量。
石灰灼减一是由于石灰未烧透；二是由于石灰在大气中吸收了水分和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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