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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韶冶二系统精馏精炼炉结构的改进

郭!秋!松

"中金岭南公司韶关冶炼厂!广东 韶关!<!)*)##

摘!要!简要介绍了二系统精炼炉在生产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如大池温度难调控!大小池串铅!A号锌含

铅超标等!针对存在的问题采取了相 应 的 改 进 措 施!如 将 方 井 至 大 池 的 过 道 口 由 暗 道 口 改 为 明 道 口!小

池池底加高)**BB!用开孔放 铅 的 方 式 代 替 虹 吸 抽 铅 等!使 精 炼 炉 的 结 构 更 加 合 理!生 产 效 率 大 大 提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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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 关 冶 炼 厂 在 采 用 精 馏 法 生 产 精 锌 锭 的 过 程

中!铅塔及A号塔下部会产出部分未蒸发的馏余物’
这些 馏 余 物 中 的 锌 约 占 加 入 精 馏 塔 锌 总 质 量 的

)*C!)<C!利用其 组 分 中 各 成 分 的 熔 点 与 密 度 的

不同!可通过熔析精炼炉精炼分离’在精炼炉中熔析

精炼后熔体分为三层!上层为含铅无镉粗锌!称A号

锌$中层为锌铁糊状 熔 体"含 锌 铁 化 合 物19<DE)!和

19DE> 等#!称硬锌$底层为含锌粗铅’熔析精炼是一

种能耗低%简单方便的金属分离方法!在国内外火法

精炼锌的生产工 艺 中 得 到 广 泛 应 用&!’’精 炼 炉 熔 析

的效果取决于熔析时间%精炼炉大 池 的 温 度 和 中 间

产物的及时分离这三大因素’
二系统熔析精炼炉的设计方案是以一系统在用

精炼炉为模型!针对上述三大因素 及 二 系 统 预 期 处

理量进行设计施工!先后建成了@台 与 精 馏 塔 相 适

应的大型精炼炉’但由于粗锌及煤气质量较差!给二

系统的生产带来了难题’如粗锌含铅%砷%锑%锡等杂

质超高!导 致 硬 锌 中 的 铅 高 达)*C以 上!锑 高 达

#C!砷达?C$A号锌中的铅高达"C!锡高达)C!
锑和铜分别达!C以 上!砷 达!C’物 料 的 复 杂 多 样

性!对精炼炉的结构及工艺条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为此!针对生产中精炼炉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改进!以
使精炼炉的结构更趋合理!熔析效果更好!操作更为

安全%方便%实用’

!!改进前的状况

二系统精 馏 炉 的 大 池 尺 寸 为#?**BBF)***
BBF=)*BB!其 容 积 较 大!为 两 层 拱 顶!采 用 尾 焰

和废气 保 温!以 提 高 余 热 的 利 用 率’小 池 尺 寸 为

!#**BBF)***BBF@**BB!小池池底与大池池

底处于同一高度!采用两煤气烧嘴对射供热’改进前

该精炼炉存在许多问题!如对物 料 的 复 杂 性 及 高 回

流量难以适应!产出的A号锌质量达不到要求等’

!"!!方井液锌通道出现结死故障

由于供二系统 的 精 矿 来 源 广!杂 质 元 素 复 杂 且

含量高!如砷%锑%锡%铅%铁的含量较高!使馏余物的

成分非常复杂’精炼炉的方井液 锌 通 道 因 采 用 暗 道

溢流!使底铅硬锌难以分离’二系统的精馏生产投产

后较长一段时 期 内!@台 精 炼 炉 的 方 井 出 锌 口 经 常

出现结死现象!严重影响馏余物 进 入 大 池 进 一 步 熔

析精炼’排除这种故障 的 难 度 大!处 理 过 程 中 人 力%
材料和能源的消耗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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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池析出铅困难

!号和)号 精 炼 炉 开 炉 前 的 两 个 炉 期!大 池 无

底铅排出!而A号锌含铅量经常超过内控标准!其原

因是精炼炉大小池之间串铅!即本 应 熔 析 精 炼 后 在

大池沉底的含锌粗铅反串到小池!与小池中的A号

锌互熔!严重影响A号锌的质量’其余精炼炉也同样

存在抽铅量不够!甚至抽不出的情况!而在精馏塔A
号锌熔化炉却能抽出大量的底铅’

!"$!大池结构不合理

在确保锌液不 凝 固 的 前 提 下!理 论 上 熔 析 精 炼

的温度越低!越有利于铅锌铁熔析分离’在实际生产

中!因<号""号"@号精炼炉离烟囱近!废气抽力大!
小池煤气燃烧工况好!使高温尾焰 导 致 大 池 温 度 过

高!所以熔析效果得不到保证’如果对大池进行强制

散热!如打开观察孔"抽铅 孔 风 机 强 制 风 冷!又 易 产

生结渣甚至结底!熔析效果同样得不到保证’!号")
号"=号"!*号"!!号 等 精 炼 炉 因 离 烟 囱 远!废 气 抽

力小!精炼炉小池长期处 于 正 压 状 态!且 火 焰 外 冒!
而精炼炉大池较长!散热面积大!致使大池的温度过

低!在方井"测 温 套 管 及 大 池 池 底 等 处 发 生 锌 液 凝

结!由于大池无供热装置!所以影响熔析精炼的正常

生产’另一方面!!*号"!!号是A号精馏塔!其精炼

炉大池又是高沸点杂质金属的二 次 富 集 地!如 果 没

有足够的温度##@*G以上$!相 比 铅 塔 而 言!更 易 产

生砷冰铜等难熔杂质结底’

!"%!测温装置失效

精炼炉的测温点布局不合理!代表性不强’测温

热电偶套管离捞硬锌的门太近!易打断损坏%测温套

管的安装倾斜 度 大 且 深!易 结 死!难 以 更 换’开 炉#
年来!因难 以 检 测 大 池 温 度!所 以 很 难 调 控 大 池 温

度!以致影响熔析效果’

!"&!熔池易结渣

小池煤气烧嘴的射流速度大!小池四角易结渣!

A号锌渣量大!对大池供热效果差’

!"’!操作困难

采用-型钢 管 虹 吸 抽 铅 的 方 式 排 底 层 含 锌 粗

铅!该方式的操作难度大!安全隐患高!风险大!所以

进行此类操作的频率低!导致熔析效果得不到保证!

A号锌含铅超 标’为 适 应 处 理 量!加 大 了 结 构 尺 寸!
使人工捞硬锌提升的高度增加!劳动强度明显加大!

导致捞硬锌量偏少!不利于A号锌质量的控制’
以上问题不仅 影 响 了 锌 锭 的 品 级"加 料 稳 定 性

和安全生产!而且增加 了 粗 锌 及 煤 气 单 耗’因 此!需

对二系统熔析精炼炉进行改进’

#!改进措施及改进后状况

#"!!方井过道结构的改进

方井至大池过道口原为暗道口!现改为明道口!
可有效地避免方井结死的事故’改进后二年多!从未

发生过因方井结死而无法进料 的 事 故’改 造 后 的 过

道即使发生结死事故!也极易烧通!使处理时间大大

缩短’

#"#!小池池底的改进

如果精炼炉的大小池底处于同一高度或者小池

池底与大池池底的高度差不足!由 于 铅 的 渗 透 能 力

强!极易出现串铅的问题!即大池熔析出的底铅渗到

小池!并随A号锌一起放出!以致影响A号锌的质量

及成品锌锭的质量’由于铅的密度大"易沉底又易渗

透!所以当小池池底比大池池底高)**BB时!小池

的沉铅可回渗到大池!即可避免大小池之间的串铅’
生产实践表明!将小池池底加高)**BB后!A号锌

中铅的质量分数可降至?C以下!符合下道工序对A
号锌质量的要求’

#"$!精炼炉炉温区别控制

由于大池的结 构 不 合 理!对 精 炼 炉 大 小 池 的 温

度要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 措 施 进 行 调 控’当 大

池温度偏低时!一方面调控现有条件!将抽力损失减

为最小%另一方面!在大池尾部及方井进口加设煤气

管进行保 温’当 大 池 温 度 偏 高 时!可 将 馏 余 锌 预 散

热!即进入精炼炉前经过流槽时 用 薄 碳 化 硅 砖 代 替

保温砖覆 盖 密 封!强 化 散 热!使 原 料 带 进 的 热 量 减

少!同时排掉少量的小 池 余 热!减 少 外 加 热!必 要 时

可打开各观察孔及操作门!加快大池本体散热’实践

表明!在采取这些措施 后!大 池 温 度 处 于 受 控 状 态!
生产由被动变为主动’

#"%!温度检测的改进

由于精炼炉的 测 温 点 布 局 不 合 理 等 原 因!导 致

大池温度难以检测’经对测温点 布 局 及 安 装 进 行 改

进!并将热电偶套管的安装倾斜度减小!现可正常检

测大池的温度’为方便监控!在仪表控制室和炉体旁

边都可显示大小池的池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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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煤气烧嘴角度

小池易结渣的主要原因是煤气烧嘴安装不合理’
在改变了煤气烧嘴的安装角度后!结渣情况明显好转’

#"’!改进排铅方式

用开孔放铅的 方 式 代 替 虹 吸 抽 铅!即 在 精 炼 炉

大池一侧开设放铅孔槽!使高低双孔易堵易通!操作

方便"安全’实施精炼炉半 埋 式 砌 筑!操 作 上 更 方 便

省力!便于捞硬锌"放铅!大 大 降 低 了 操 作 人 员 的 劳

动强度’

$!结束语

经过改进后的熔析精炼炉!结构更合理!操作更

方便!生产顺畅!效率大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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