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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烧结矿的技术质量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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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烧结主要的技术指标

合格率 消耗指标
  产量

l 利用系数 
l 台时产量

l 一级品率
l 合格率
l 内返率
l 高返率

l 工序能耗
l 固体燃料消耗
l 铁料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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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技术指标

1）、烧结利用系数

定义：在单位时间内，单位面积所产成品烧结矿的量。（单位：t/m2h）
公式：  烧结矿产出量/（烧结机面积×烧结生产时间）                                         
 子项：烧结矿产出量（吨）

 母项：烧结机面积（m2）×烧结生产时间(h)
2）、台时产量 
定义： 一台烧结机平均一小时的烧结矿生产量，通常用总产量与运转总台时

的比值表示。（单位：t/台时） 。  
公式： 
           台时产量=每台烧结矿的产出量(吨)/烧结生产作业时间(时)
子项：烧结矿的产出量 （吨）

母项：烧结机的生产时间（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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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技术指标

3）、烧结矿合格率

定义：检验合格烧结矿的量占烧结矿检验总量的百分比（单位：%）

公式：烧结矿的检验合格量/总检验烧结矿的量×100%

子项：烧结矿检验合格量（吨）

母项：烧结矿检验总量（吨）

4）、烧结矿一级品率

定义：烧结矿一级品量占烧结矿检验合格量的百分比（单位：%）

公式：烧结矿的一级品量/烧结矿检验合格量×100%

子项：烧结矿一级品量（吨）

母项：烧结矿检验合格量（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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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技术指标

5）、烧结内返率

定义：烧结矿返矿量（-5mm）占烧结矿成品量（+5mm）与烧结内部返矿量

之和的百分比（单位：%）

公式：烧结矿内部返矿量/（烧结矿成品量+烧结矿内部返矿量）×100%

子项：烧结内部返矿量（吨）

母项：烧结矿成品量与内部返矿量之和（吨）

6）、烧结外（高）返率

定义：烧结矿高炉槽下返回量占烧结入炉量与槽下返回量之和的百分比（单位：

%）

公式：烧结矿高炉槽下返回量/（烧结矿入炉量+槽下返回量）×100%

子项：烧结矿高炉槽下返回量（吨）

母项：烧结矿入炉量与槽下返回量（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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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技术指标

7）、固体燃料消耗

定义：生产每吨合格烧结矿所消耗的固体燃料消耗量（kg/t）
公式：生产烧结矿所消耗的固体燃料量/成品烧结矿的量×1000（kg/t）
子项：固体燃料消耗量（吨）

母项：成品烧结矿产出量（吨）

8）、烧结工序能耗

定义：指烧结生产所用全部能源折算成标煤量与烧结矿产量之比，是衡量造块

工序能源消耗高低的综合指标。包括固体燃料、气体燃料、液体燃料、水、电、

蒸汽和压缩空气等消耗。单位：kg标煤/t。
公式：（固体燃料消耗+煤气消耗+电耗+水耗+蒸汽消耗+压缩空气消耗量）/成
品烧结矿量（kg标煤/t）。

子项：固体燃料消耗+煤气消耗+电耗+水耗+蒸汽消耗+压缩空气消耗量，kg标
煤

母项：成品烧结矿量（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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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烧结矿主要的质量指标

物理性能 冶金性能化学成分

TFe、FeO、CaO
SiO2、MgO、
Al2O3、
S、P

GB6703－86标准

l 粒度和粒度组成
GB/T10322.7－2004
标准
l 转鼓强度

l 900℃还原性
GB/T13241-91
l 500℃ 低温还原

粉化指数
GB/T13242－91
l 荷重软化性能及

熔滴性能

9



l质量指标定义

1）、烧结矿品位

定义：指烧结矿的含铁率(单位：％)。
公式：   [∑每个试样所代表的烧结矿产出量（吨）×该试样化验含铁量

（%）]×100 /  ∑烧结矿产出量                                           
  子项：[∑每个试样所代表的烧结矿产出量（吨）×该试样化验含铁量

（%）]×100(吨)
 母项：∑烧结矿产出量（吨）

2）、烧结矿碱度（R） 
定义： 烧结矿中氧化钙含量与二氧化硅含量的比值（单位：倍） 。  
公式： 
           R=CaO(%)/SiO2(%)
子项：烧结矿中氧化钙含量（%） 
母项：烧结矿中二氧化硅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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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质量指标

3）、烧结矿碱度稳定率 

定义： 检验总量中碱度波动符合标准的量占检验总量的百分比（单位：%） 。 

公式： 检验样本量中碱度符合标准的样本量/检验样本总量*100%

子项：检验总量中碱度波动符合标准的量（吨）×100 

母项：检验总量（吨）

4）、烧结矿转鼓指数 

定义： 试样检测后粒度大于规定标准(+6.3mm)的重量与总试样重量之比。

公式： 转鼓后经过6.3mm筛子进行筛分，筛上物料重量/入鼓试样总量*100%

子项：试样检测后粒度大于规定标准的重量（千克）×100

母项：试样总重量（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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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质量指标

5）、烧结矿筛分指数 
定义： 试样筛分后小于标准规定粒度（-5 mm）的烧结矿占试样总重量的百分比。 
公式： （小于5mm的烧结矿量÷筛分试样总量）×100%
子项：试样筛分后小于标准规定粒度的烧结矿重量（千克） 
母项：筛分试样总量

6）、烧结矿的还原度 
定义： 还原性是模拟炉料自高炉上部进入 高温区的条件，用还原气体从烧结矿中

排除与铁结合氧的难易程度的一种度量。 
公式： 
RI=[0.11W1/0.43W2+(m1-mt)/(m0χ0.43W2)χ100]χ100%

M0-试样质量    M1-还原前试样质量   Mt-还原后试样质量
       

W1－试验前试样FeO含量      W2－试验后试样全铁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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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质量指标

7）、低温还原粉化指数（RDI） 
定义：烧结矿进入 高炉炉身上部大约在500－600℃的低温区时，由于热冲击及

烧结矿的Fe2O3 还原（Fe2O3-Fe3O4-FeO）发生晶形转变等因素，导致烧结矿粉

化，产生粉率，影响高炉炉料顺行和炉内气流分布。

还原粉化指数（RDI）:检测方法：在CO、CO2和N2组成的还原气体中还原1小
时后，再通过转鼓实验后得出烧结矿的粉化程度。分别用转鼓实验后筛分得到的

大于 6.30 毫米、大于 3.15 毫米和大于 0.5毫米的物料质量与还原后试样总质量

之比的百分数表示。

n RDI+6.3=筛分后≥6.3mm含量的物料/入鼓的烧结矿量

n RDI+3.15=筛分后≥3.15mm含量的物料/入鼓的烧结矿量

n RDI-0.5=筛分后≤0.5mm含量的物料/入鼓的烧结矿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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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还原软化－熔融特性

        炉料在炉内从上而下，在受热还原作用下，会发生软熔到融化成液体，

这个过程对应区域称为软熔带，其形成及位置对炉料还原过程和炉料透气性

会产生明显的影响。

        开始软化温度：炉料在加热过程中收缩4%或10%时的温度。用T4、T10

表示

        软化终了温度：T40－收缩40%时对应的温度，即软化终了温度

        熔化温度： Ts－压差陡升时对应温度，即熔化温度

        滴落温度：TD－铁渣分离，铁珠落下时的温度，℃

        炉料熔滴区间 ：TSD，TD-Ts，℃

     软熔区间=熔化开始温度-软化开始温度

l质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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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烧结矿技术质量指标

的影响因素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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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运转率

原料特性

工
艺
因
素

混合料水分

混合料制粒效果

圆筒转速

制粒时间

配矿性能

布料效果

料层透气性

点火效果

燃料配比

机速

料层厚度

风量控制

产量

原料出矿率

原
料

设
备

烧结矿技经指标影响因素及控制

固体燃料消耗

烧结矿成品率

烧结机密封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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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结矿质量指标影响因素及控制

质量指标
影响因素

化学成分

工艺因素

碱度
FeO、MgO、SiO2、Al2O3
有害元素

原料性能
与配矿

原料成分及成分的稳定性
物理性能－颗粒形貌及成球性能
高温基础性能－成矿性能

混匀、造堆工艺－混匀料的成分稳定性
混匀、制粒工艺参数
燃料配比及破碎粒度
生石灰消化
烧结过程的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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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料特性

n 原料有效元素含量要高，有害元素含量低：含铁原料要求铁品位高（

≥56%），渣量元素低。熔剂中有效元素含量高（生石灰CaO≥83%）

，燃料固定碳含量要高（焦粉固定碳≥80%），灰份和挥发分低。

n 原料成分波动小：原料成分波动主要是来自于料本身成分中TFe、
SiO2、CaO、H2O等的不稳定。因此，一定要重视原料成分的波动。

尤其是生石灰CaO含量的波动，它不仅会带来碱度的波动，而且会使

工艺劣化，对混合料加水、制粒效果、过湿层厚度，以至产、质量指

标都会带来较大的影响。另外，料仓中仓位高低也会带来成分的波动

。满仓时给料粒度细、量大，底仓时给料粒度粗、重量轻，化学成分

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云石、灰石、燃料等如仓存量不够三分之一，再

继续使用容易发生下料量波动，成分发生偏析，均会影响质量。因此

，要求生产组织必须保仓存，保仓存量三分之一以上。

1.1化学成分及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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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成分稳定性控制措施

l 加强料的混匀作业

l 堆放有序，杜绝混料

l 强化混匀料堆积，一是优化堆积工艺，增加铺料层次；二是优化配料
矿槽装料配置。

1.1化学成分及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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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增设强力混合设施。

1.1化学成分及稳定性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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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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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2O3 SiO2 CaO MgO Al2O3

圆筒混合 强力混合

标
准

偏
差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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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2O3 SiO2 CaO MgO Al2O3

圆筒混合 强力混合

离
散

系
数

n易结块料打散

n将水分分散均匀，避免局部水

  分高而在制粒过程成大球

n燃料分布均匀，改善燃烧气氛

n熔剂分布均匀，改善成矿

改善烧结矿的
质量和均匀性

CaO

圆筒混合 强力混合

C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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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含铁品位要高

l 含SiO2和Al2O3酸性脉石量低，要求SiO2≤4.5%，Al2O3≤1.8%

l 含S、P、碱金属、重金属等含量要低，如：S≤0.3%，P≤0.07%，

(K2O+Na2O) ≤0.2%；要求含Cu、Pb、Zn、As有害元素越低越好。

l 粒度适宜于制粒，有利于烧结过程进行，粉矿要求0.25～1.0中

间颗粒含量≤20%

l 要求具有良好的烧结基础特性(指同化性、液相流动性、铁酸钙

生成能力、粘结相强度连晶固结特性等)。

1.2 对含铁原料质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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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有效元素含量高。

l 碱金属含量低。

l 碱性熔剂中Si、Al含量要低。

l 发热值大，固定碳含量要高。

l 挥发分、灰分、硫含量要低，灰分的增加将降低烧结矿的品

位。焦粉和煤粉均应<15%；挥发分的增加将恶化烧结料层

透气性，降低烧结矿产量。同时粘附在风机转子上，降低风

机寿命，而且影响除尘效果。挥发分一般应小于5%。

1.2 对燃料、熔剂辅料的质量要求

固体燃料

熔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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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对燃料、熔剂等辅料的质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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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优化配矿结构

n 对矿粉的高温基础性能进行研究掌握的基础上，进行配矿研究

。配矿研究的主要任务就是对性能不同的矿粉进行搭配，使性

能实现互补，即配合矿同化性好，液相流动性适中，铁酸钙生

成量多，粘结相固结强度高等。

n 进行国内精矿与进口粉矿之间的搭配研究。磁铁精矿粉与赤铁

粉矿的配合研究。

n 回收料的适宜配比选择研究。除尘灰、钢粒、氧化铁皮等。

n 还要考虑配合料有助于制粒效果的改善。

n 同时兼顾成本。

从有利于烧结配矿、混合料制粒和成矿的行为出发，全面、系

统地对配矿方案进行客观的综合评价，实现低成本烧结生产 
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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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烧结矿碱度对其性质的影响

    随着碱度的升高，有较多的CaO与赤铁矿发生反应，使强度和还

原性能较好的铁酸钙量增加，而还原性能较差的铁橄榄石和玻璃质熔

渣减少。有利于烧结矿还原性和转鼓强度提高，低温还原粉化率下降。

但碱度不宜过高，过高易生成铁酸二钙，不利于强度的提高。另外碱

度的提高，会带来烧结矿含铁量的下降。

    必须按照高炉的要求，结合烧结工序的具体情况，选择适当的碱

度进行控制。

       

化学成分
2、烧结矿化学成分适宜值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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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碱度对烧结矿质量的影响

2、烧结矿化学成分适宜值的选择
化学成分

从保证烧结矿质量角度考虑，烧结碱度应选择1.8－2.3%。
26



p  Al2O3含量对烧结矿的影响及选择

l 一般说来，Al2O3在高炉熔渣中以铝黄长石(2CaO. Al2O3.SiO2）等硅铝酸

盐形态出现，使炉渣的粘度增加，流动性变差，因此要求高炉渣中Al2O3含

量不得超过15%。考虑焦炭灰分中Al2O3含量比较高，一般烧结矿中Al2O3含

量最好不超过2.0%。为此，在烧结配料时，对不同Al2O3含量的矿粉要作适

当的搭配使用。

l 烧结矿中含有一定Al2O3，有利于复合铁酸钙的生成，可提高强度和改善冶

金性能。但含量太高，会有助于玻璃质的生成，使烧结矿强度和低温还原

粉化性能变坏。

化学成分2、烧结矿化学成分适宜值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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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Al2O3含量对烧结矿的影响及选择

2、烧结矿化学成分适宜值的选择

因此，烧结矿的Al2O3含量最好≤1.8%。 28



p 氧化镁（MgO）对烧结矿的影响

    

l 烧结矿存在MgO，会使磁铁矿稳定，不易氧化，不利于铁酸

钙的生成，影响烧结矿还原性和强度的提高。适当的MgO含

量可以降低烧结矿的低温还原粉化率和自然粉化率。　    

l 烧结矿中MgO的主要作用是满足高炉造渣的要求，但是因较

高的MgO含量对烧结矿质量造成较大影响时，要从保证烧结

矿转鼓强度和改善炉渣角度统筹考虑，可以考虑MgO的优化

配置，即降低烧结矿MgO含量，提高球团矿中的MgO含量，

以满足高炉造渣要求。

          

化学成分
2、烧结矿化学成分适宜值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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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当生产高硅烧结矿时，以橄榄石为主要粘结相，MgO含量可以适当

高一些（1.8%－2.0%）。

　　1）MgO含量的增加促进了镁硅钙化合物的生成，可减少或取代C2S
的生成。而且MgO固溶于C2S中，抑制了β-C2S向γ-C2S的转变。

　　2）由于Mg2+进入磁铁矿晶格后，提高了烧结矿主晶相的熔点而不

增加烧结矿中独立相的相数，提高了软熔温度。

　　3）提高硅酸盐熔体的结晶能力，减少玻璃质含量。

p 当生产低硅烧结矿时，以铁酸钙为主要粘结相，MgO一般控制较低

（≤1.6%）。

　　1）Mg2+取代Fe2+或进入磁铁矿八面体中，使其难以氧化成赤铁矿，

从而阻碍了铁酸盐矿物的生成，影响其强度。

　　2）白云石矿物熔点较高，反应性也较弱，不易反应完全，也将造成

烧结矿强度下降和燃耗升高。

     

2、烧结矿化学成分适宜值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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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SiO2含量对烧结矿质量的影响及适宜值选择

    烧结矿中含有一定的SiO2含量，可以增加粘结相量，

对保证烧结矿的强度有好处。但过高SiO2含量，易生成橄

榄石硅酸盐类粘结相，对于改善烧结矿性能不利。降低

烧结矿SiO2含量，不仅可减少高炉渣量和降低高炉燃料消

耗，同时还可以改善烧结矿高温性能，有利于稳定炉况

和实现低Si冶炼。

    一般烧结矿SiO2含量宜控制在4.7-5.5%。

化学成分2、烧结矿化学成分适宜值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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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适宜FeO含量的选择

l烧结矿中FeO含量的高低，主要与所用铁料、烧结过程中的氧化气

氛强弱及温度水平高低有关，反映出了烧结过程中的温度水平和氧

位的高低。与配碳量和燃料粒度有关系，配碳量增加，会使烧结矿

中FeO含量升高；燃料粒度粗，燃料在烧结料中的分散度小，化学

反应不均匀，会造成相同配比下，烧结矿FeO含量波动大。

l工艺条件不变时，FeO含量有一个适宜值。可以根据需要进行微调

整，偏重于改善还原度和软熔性能，应适当低一点，偏重于改善

粒度组成和低温还原粉化时，可以稍高一点。低硅烧结较高硅烧

结控制要适当高一些。

       

2、烧结矿化学成分适宜值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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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烧结矿技经、质量指标影响的关键工艺因素及强化

料层厚度    
偏析

压实程度

机速

FeO、RI

RDI

粒度

点火温度
点火强度

转鼓强度
混合料水分

焦粉粒度和配比

质量指标

利用系数 

产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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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工艺参数

n 混合料水分的合理控制

      混合料适宜水分是保证烧结过程顺利进行，提高烧结矿质量必不

可少的条件（制粒作用、导热作用、润滑作用、助燃作用）。

       不同烧结料的适宜水分含量不同。物料粒度越细，比表面积越大

，所需适宜水分较高；适宜水分与物料类型及结构也有关系，表面松

散多孔的褐铁矿适宜水分较高，结构致密的镜铁矿适宜水分较小。

       烧结料最适宜的水分是使混合料达到最高成球率或最大料层透气

性来评定的。考虑到烧结过程中水分迁移，下部料层中的水分超过适

宜值，所以生产中选用的烧结料实际水分较适宜水分约低1%。

        

3、对烧结矿质量影响的关键工艺因素及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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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工艺参数

n 燃烧粒度－过大过小都与烧结不利

粒度过细时：小颗粒燃料燃烧时，一是由于烧的快，难以维持在

自身周围结成块；二是在气流作用下，会从上层吹到下层，让上

部热量不足，从而使烧结矿强度降低，成品率下降。而下部热量

过剩，红层加厚，恶化透气性，也易使炉篦粘料。

粒度过大时：一是使燃料分布不均匀，大颗粒燃料周围熔化得很

厉害，而离燃料颗粒较远的物料则不能很好地烧结。同样用量时，

料层中碳的分布点少；二是布料时粒度易于偏析，也会使局部燃

烧带变厚，料层透气性变差，产质量下降。

 

3、对烧结矿质量影响的关键工艺因素及强化

一般适宜粒度：－3mm≥80%，小于1mm含量<35%；精矿粉

烧结小于3mm含量应适当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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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工艺参数

n 燃烧配比

     最适宜的燃料用量应保证所获得的烧结矿具有足够的强度和良好

的还原性。对于不同的原料最适宜的燃料用量由试验确定。

燃料配比过小：达不到必要的烧结温度，导致烧结矿液相量不足

，烧结强度下降，返矿率增加。

燃料配比过大：使燃烧带变宽，恶化透气性，于烧结过程不太有

利；易使烧结矿呈大孔薄壁结构，大量橄榄石形成，强度和还原

性能变差，FeO升高。

3、对烧结矿质量影响的关键工艺因素及强化

l一般配用赤铁矿粉燃料配比相对高一些，4.3%~4.5%；

l配用磁铁矿粉，燃烧配比可以适当减少，3.7%~4.0%。

l菱铁矿、褐铁矿－般要求更高的燃料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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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生石灰粒度及消化：粒度太粗，不容易消化，会残留在烧结矿中。烧结矿

中游离的CaO对烧结矿质量影响较大，在空气中受潮后，CaO矿物吸水会迅

速膨胀，使烧结矿不攻自破，发生粉化。粒度太细易喷仓，影响配用量控

制，更有甚者，会造成压皮带等安全隐患。

n 细粒级燃料（如CDQ粉）预润湿前置配入混匀料中，在提高烧结矿质量的同

时，可以有效降低固体燃料消耗。

n 控制点火温度和点火强度－对于表面质量强化有好处。

n 控制冷却速度

     料面喷吹天然气、热风烧结、烟气循环烧结等有助于延缓冷却速度；环

冷却机上进行梯度冷却，有助于减少玻璃体产生和减轻热应力，避免裂纹

产生。使得强度、成品率提高，也有助于软化温度的提高。

     

3、对烧结矿质量影响的关键工艺因素及强化

3.2 其它因素

R -10mm
% 

平均粒径
mm 

强度
% 

烧返
% 

RDI
% 

燃料配比
%

未配前 2.03 21.39 22.85 77.52 30.12 31.56 4.3
配入后 2.04 20.31 23.38 78.34 28.56 28.45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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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冶金性能改善途径

烧结矿的还原性

烧结矿含铁品位 烧结矿的矿物组成 烧结矿的显微结构

硅酸盐脉石少，
还原性好

赤铁矿                  还
铁酸钙                  原
磁铁矿                  度
钙铁橄榄石          提
铁橄榄石              高

气孔率大、晶粒小、晶粒
间的硅酸盐包裹体↓时，
还原性↑

受资源影响
主攻目标

提高烧结矿碱度
R≥1.8

低温烧结技术
复合造块技术

受原料条件、烧结矿
形成条件制约

4.1 还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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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影响还原性的因素-烧结气氛

赤铁矿 Fe2O3 磁铁矿 Fe3O4

氧化性气氛 还原性气氛强 氧化性气氛

保持Fe2O3 FeO生成 Fe2O3生成

高碱度下铁酸钙生
成

钙铁橄榄石
铁橄榄石

高碱度下
铁酸钙生成

还原性↓↓

还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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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原因：
赤铁矿（Fe2O3）还原
成磁铁矿时，体积发
生膨胀所致。

影响因素：
1烧结矿化学成分
2 烧结矿矿相组成
3 工艺条件

Ø再生赤铁矿形成
Ø残余应力增大
Ø区域结构弱化
Ø原生褐铁矿大颗粒

后果：
产生粉末，恶化高炉
上部透气性

4.2 低温还原粉化

Ø 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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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为磁铁矿体积膨胀25%

骸晶状赤铁矿

颗粒状次生赤铁矿

原生赤铁矿

磁铁矿直接氧化生成

由熔体中的磁铁矿和铁酸钙在
高温下分解出的磁铁矿再氧化
生成 颗粒状存在，危害不大

破坏性大

主
要
分
布
在
气
孔
、
裂

纹
和
熔
蚀
状
残
存
原
矿

的
周
围
。

其
中
夹
杂
着
玻
璃
质
、

铁
酸
钙
和
磁
铁
矿
等
矿

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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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结温度

l 熔融型烧结矿：烧结温度高于1300℃时，产生较多的熔体，冷却
过程中，从熔体内结晶出次生的骸晶状菱形赤铁矿、柱状铁酸钙
等，来不及结晶的硅酸盐熔渣形成玻璃质。低温还原粉化率高

l 中间型烧结矿：烧结温度低于1300℃时，产生的熔体较少，冷却
过程中，从熔体结晶出斑状赤铁矿、针状铁酸钙等，玻璃质很少。
低温还原粉化率低

l 扩散型烧结矿：如果烧结温度低于1250 ℃ ，基本上不通过熔体
而是靠固相扩散生成的纤细赤铁矿和纤细铁酸钙起固结作用。

     低温还原粉化率较低

柱状铁酸钙中固溶有较多的Al2O3和SiO2，从而引起的晶面收缩比针状铁
酸钙和纤细铁酸钙的大，产生的内应力也较大，裂纹粗而长，而且容易
使裂纹扩散，低温还原粉化率升高。 

Ø 影响因素－

42



n 荷重软化性能决定高炉中部的透气性。在高炉冶炼中，由于铁

矿物的荷重软化性能不良，会引起悬料和炉腰结厚。

n 烧结矿的软化温度取决于其矿物组成和气孔结构强度，开始软

化温度的变化往往是气孔结构强度起主导作用的结果。

n 研究和实践表明：要改善入炉料的软熔性，关键是提高脉石熔

点和降低矿石的FeO含量（烧结矿中2FeO.SiO2的熔化温度为

1205℃，2FeO.SiO2-FeO熔点为1177℃）。

n 提高碱度有利于提高脉石熔点，相应提高了矿石的软熔性。适

当提高烧结矿的MgO含量也有利于改善其软熔性能。

n 高炉一般要求烧结矿的开始软化温度高于1100℃，软化区间小

于150℃。

4.2 软熔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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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矿石的熔融滴落性能是反映铁矿石在高炉下部熔滴带性状的，由于这

一带的透气阻力占整个高炉阻力损失的60%以上，熔滴带的厚薄不仅

影响高炉下部的透气性，它还直接影响脱硫和渗碳反应，从而影响高

炉的产质量，因此它是铁矿石较为重要的冶金性能。

l 凡是烧结矿品位高，SiO2和FeO含量低的，渣相粘度小的（Al2O3含量

低），熔滴性能都是比较优良的（S值≤40Kpa·℃）。凡是品位低的，

SiO2和FeO含量高的，渣相粘度大的（Al2O3和TiO2含量高的），熔滴

性能都是比较差的（＞100KPa·℃甚至＞1000 KPa·℃）。

l 改善烧结矿的熔滴性能要抓提高品位、降低SiO2和FeO含量，控制

Al2O3、MgO和TiO2的含量。

4.3 熔融滴落性能

44



第三部分

改善关键技术质量指标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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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随着料层高度增加
，烧结自动蓄热作
用增强，烧 结工序
能耗逐步降低，烧
结矿产量和质量提
高

l 厚料层烧结



烧结矿技经、质量指标控制的主要措施

l 原料成分及成分稳定性，有害元素少、含量低。

l 配矿结构的优化－化学成分适宜，利于制粒，高温性能互补。

l 强化混匀、造堆作用，降低 б值，提高烧结矿成分的稳定性。

l 配料准确性控制。

l 强化混匀、制粒效果－强力混合技术、三段混料。水分在线监测、自
动加水控制。

l 布料合理偏析。

l 改善透气性－松料器、燃料配比及粒度合理控制、混合料水分适宜 
l 提高设备工艺系统整体稳定性。

l 改善密封效果，减少漏风。

l 新技术应用－热风富氧技术、料面喷吹气体、厚料层烧结技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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