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炼铁生产安全技术安全工程师考试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

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42/2021_2022__E7_82_BC_

E9_93_81_E7_94_9F_E4_c62_542208.htm 1．炼铁安全生产的主

要特点 炼铁是将铁矿石或烧结球团矿、锰矿石、石灰石和焦

炭按一定比例予以混匀送至料仓，然后再送至高炉，从高炉

下部吹入1000℃左右的热风，使焦炭燃烧产生大量的高温还

原气体煤气，从而加热炉料并使其发生化学反应。在1100℃

左右铁矿石开始软化，1400℃熔化形成铁水与液体渣，分层

存于炉缸。之后，进行出铁、出渣作业。 炼铁生产所需的原

料、燃料，生产的产品与副产品的性质，以及生产的环境条

件，给炼铁人员带来了一系列潜在的职业危害。例如，在矿

石与焦炭运输、装卸，破碎与筛分，烧结矿整粒与筛分过程

中，都会产生大量的粉尘；在高炉炉前出铁场，设备、设施

、管道布置密集，作业种类多，人员较集中，危险有害因素

最为集中，如炉前作业的高温辐射，出铁、出渣会产生大量

的烟尘，铁水、熔渣遇水会发生爆炸；开铁口机、起重机造

成的伤害等；炼铁厂煤气泄漏可致人中毒，高炉煤气与空气

混合可发生爆炸，其爆炸威力很大；喷吹烟煤粉可发生粉尘

爆炸；另外，还有炼铁区的噪声，以及机具、车辆的伤害等

。如此众多的危险因素，威胁着生产人员的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 2．炼铁生产的主要安全技术 1)高炉装料系统安全技

术 装料系统是按高炉冶炼要求的料坯，持续不断的给高炉冶

炼。装料系统包括原料燃料的运人、储存、放料、输送以及

炉顶装料等环节。装料系统应尽可能的减少装卸与运输环节

，提高机械化、自动化水平，使之安全的运行。 (1)运人、储



存与放料系统。大中型高炉的原料和燃料大多数采用胶带机

运输，比火车运输易于自动化和治理粉尘。储矿槽未铺设隔

栅或隔栅不全，周围没有栏杆，人行走时有掉入槽的危险；

料槽形状不当，存有死角，需要人工清理；内衬磨损，进行

维修时的劳动条件差；料闸门失灵常用人工捅料，如料突然

崩落往往造成伤害。放料时的粉尘浓度很大，尤其是采用胶

带机加振动筛筛分料时，作业环境更差。因此，储矿槽的结

构应是永久性的、十分坚固的。各个槽的形状应该做到自动

顺利下料，槽的倾角不应该小于50°，以消除人工捅料的现

象。金属矿槽应安装振动器。钢筋混凝土结构，内壁应铺设

耐磨衬板；存放热烧结矿的内衬板应是耐热的。矿槽上必须

设置隔栅，周围设栏杆，并保持完好。料槽应设料位指示器

，卸料口应选用开关灵活的阀门，最好采用液压闸门。对于

放料系统应采用完全封闭的除尘设施。 (2)原料输送系统。大

多数高炉采用料车斜桥上料法，料车必须设有两个相对方向

的出入口，并设有防水防尘措施。一侧应设有符合要求的通

往炉顶的人行梯。卸料口卸料方向必须与胶带机的运转方向

一致，机上应设有防跑偏、打滑装置。胶带机在运转时容易

伤人，所以必须在停机后，方可进行检修、加油和清扫工作

。 (3)顶炉装料系统。通常采用钟式向高炉装料。钟式装料以

大钟为中心，有大钟、料斗、大小钟开闭驱动设备、探尺、

旋转布料等装置组成。采用高压操作必须设置均压排压装置

。做好各装置之间的密封，特别是高压操作时，密封不良不

仅使装置的部件受到煤气冲刷，缩短使用寿命，甚至会出现

大钟掉到炉内的事故。料钟的开闭必须遵守安全程序。为此

，有关设备之间必须连锁，以防止人为的失误 2)供水与供电



安全技术 高炉是连续生产的高温冶炼炉，不允许发生中途停

水、停电事故。特别是大、中型高炉必须采取可靠的措施，

保证安全供电、供水。 (1)供水系统安全技术。高炉炉体、风

口、炉底、外壳、水渣等必须连续给水，一旦中断便会烧坏

冷却设备，发生停产的重大事故。为了安全供水，大中型高

炉应采取以下措施：供水系统设有一定数量的备用泵；所有

泵站均设有两路电源；设置供水的水塔，以保证柴油泵启动

时供水；设置回水槽，保证在没有外部供水情况下维持循环

供水；在炉体、风口供水管上设连续式过滤器；供、排水采

用钢管以防破裂。 (2)供电安全技术。不能停电的仪器设备，

万一发生停电时，应考虑人身及设备安全，设置必要的保安

应急措施。设置专用、备用的柴油机发电组。 计算机、仪表

电源、事故电源和通讯信号均为保安负荷，各电器室和运转

室应配紧急照明用的带铬电池荧光灯。 3)煤粉喷吹系统安全

技术 高炉煤粉喷吹系统最大的危险是可能发生爆炸与火灾。 

为了保证煤粉能吹进高炉又不致使热风倒吹入喷吹系统，应

视高炉风口压力确定喷吹罐压力。混合器与煤粉输送管线之

间应设置逆止阀和自动切断阀。喷煤风口的支管上应安装逆

止阀，由于煤粉极细，停止喷吹时，喷吹罐内、储煤罐内的

储煤时间不能超过8～12h。煤粉流速必须大于18m／s。罐体

内壁应圆滑，曲线过渡，管道应避免有直角弯。 为了防止爆

炸产生强大的破坏力，喷吹罐、储煤罐应有泄爆孔。 喷吹时

，由于炉况不好或其他原因使风口结焦，或由于煤枪与风管

接触处漏风使煤枪烧坏，这两种现象的发生都能导致风管烧

坏。因此，操作时应该经常检视，及早发现和处理。 4)高炉

安全操作技术 (1)开炉的操作技术。开炉工作极为重要，处理



不当极易发生事故。开炉前应做好如下工作：进行设备检查

，并联合检查；做好原料和燃料的准备；制定烘炉曲线，并

严格执行；保证准确计算和配料。 (2)停炉的操作技术。停炉

过程中，煤气的一氧化碳浓度和温度逐渐增高，再加上停炉

时喷入炉内水分的分解使煤气中氢浓度增加。为防止煤气爆

炸事故，应做好如下工作：处理煤气系统，以保证该系统蒸

气畅通；严防向炉内漏水。在停炉前，切断已损坏的冷却设

备的供水，更换损坏的风渣口；利用打水控制炉顶温度在400

℃～500℃之间；停炉过程中要保证炉况正常，严禁休风；大

水喷头必须设在大钟下。设在大钟上时，严禁开关大钟 5)高

炉维护安全技术 高炉生产是连续进行的，任何非计划休风都

属于事故。因此，应加强设备的检修工作，尽量缩短休风时

间，保证高炉正常生产。 为防止煤气中毒与爆炸应注意以下

几点： (1)在一、二类煤气作业前必须通知煤气防护站的人员

，并要求至少有2人以上进行作业。在一类煤气作业前还须进

行空气中一氧化碳含量的检验，并佩带氧气呼吸器。 (2)在煤

气管道上动火时，须先取得动火票，并做好防范措施。 (3)进

入容器作业时，应首先检查空气中一氧化碳的浓度，作业时

，除要求通风良好外，还要求容器外有专人进行监护。 3．

炼铁生产事故的预防措施和技术 炼铁厂煤气中毒事故危害最

为严重，死亡人员多，多发生在炉前和检修作业中。预防煤

气中毒的主要措施是提高设备的完好率，尽量减少煤气泄漏

；在易发生煤气泄漏的场所安装煤气报警器；进行煤气作业

时，煤气作业人员佩带便携式煤气报警器，并派专人监护。 

炉前还容易发生烫伤事故，主要预防措施是提高装备水平，

作业人员要穿戴防护服。原料场、炉前还容易发生车辆伤害



和机具伤害事故。 烟煤粉尘制备、喷吹系统，当烟煤的挥发

分超过10％时，可发生粉尘爆炸事故。为了预防粉尘爆炸，

主要采取控制磨煤机的温度、控制磨煤机和收粉器中空气的

氧含量等措施。目前，我国多采用喷吹混合煤的方法来降低

挥发分的含量。 （百考试题注册安全工程师＿）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