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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冶金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

利用氮气防止石灰潮解粉化的方法。该方法包

括：石灰石经石灰窑煅烧后形成石灰块，并运至

石灰块储存仓，在石灰块储存仓底部通入一定流

量的氮气形成微正压；一部分石灰块进入石灰粉

磨机内，石灰粉磨机通入氮气形成微正压，粉磨

后的石灰粉由石灰粉运输罐车进入烧结石灰粉

料仓；向烧结石灰粉料仓顶部通入氮气形成微正

压；另一部分石灰块进入炼钢高位石灰块储存仓

以备使用，该储存仓底部通入氮气形成微正压；

本发明通过氮气隔绝石灰与潮湿空气的接触，从

而防止石灰的潮解粉化现象的发生，提高产品质

量，节约生产成本，而且石灰用量的减少直接减

少了分解石灰石产生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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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利用氮气防止石灰潮解粉化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S1、石灰石经石灰窑煅烧后形成石灰块，并运至石灰块储存仓，在石灰块储存仓底部通

入一定流量的氮气，在石灰块储存仓内形成微正压，以阻止潮湿的空气进入储存仓内；氮气

的流量L确定为：

当石灰块储存仓正常接料且同时卸料时：

L=VS+（M2‑M1）/ρ；

当石灰块储存仓正常接料而不卸料时：

L=VS‑M1/ρ；

当石灰块储存仓卸料而不接料时：

L=VS+M2/ρ；

当石灰块储存仓不接料、不卸料时：

L=VS；

L‑为通入石灰块储存仓的氮气流量，m3/h；

S‑为石灰块储存仓的收料口面积，m2；

V‑为氮气在石灰块储存仓敞口处的流速，m/h；

M1‑为石灰块储存仓中的接料速度，t/h；

M2‑为石灰块储存仓中的卸料速度，t/h；

ρ‑为石灰块的堆密度，t/m3；

S2、S1中的一部分石灰块进入石灰粉磨机内，石灰粉磨机通入氮气形成微正压；

S3、粉磨后的石灰粉由石灰粉运输罐车进入烧结石灰粉料仓，氮气气压为0.7‑0.8MPa；

向烧结石灰粉料仓顶部通入氮气形成微正压；

S4、S1中的另一部分石灰块进入炼钢高位石灰块储存仓以备使用，该储存仓底部通入

氮气形成微正压。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氮气防止石灰潮解粉化的方法，其特征在于：石灰块储存仓

的收料口面积S=2m2；氮气在石灰块储存仓敞口处的流速V=15‑20m/h；石灰块储存仓中的接

料速度最大值M1=30t/h；石灰块储存仓中的卸料速度最大值M2=200t/h；石灰块的堆密度ρ=

1.2t/m3。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利用氮气防止石灰潮解粉化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当石灰块储存仓正常接料同时卸料时：氮气流量L为171‑182m3/h；

当石灰块储存仓正常接料而不卸料时：氮气流量L为5‑15m3/h；

当石灰块储存仓卸料而不接料时：氮气流量L为196‑207m3/h；

当石灰块储存仓不接料、不卸料时：氮气流量L为30‑40m3/h。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氮气防止石灰潮解粉化的方法，其特征在于：S2中氮气流量

为15‑20m3/h。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氮气防止石灰潮解粉化的方法，其特征在于：S3中氮气流量

L为5‑10m3/h。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氮气防止石灰潮解粉化的方法，其特征在于：S4中氮气流量

L为10‑15m3/h。

7.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利用氮气防止石灰潮解粉化的方法，其特征在于：石灰粉的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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钙含量保证不低于85wt%；石灰块的氧化钙含量不低于87wt%；石灰块的粉率不大于10w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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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利用氮气防止石灰潮解粉化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冶金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利用氮气防止石灰潮解粉化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石灰是由石灰石高温煅烧分解掉二氧化碳后，主要成分为氧化钙、氧化镁、二氧化

硅的物质，也叫生石灰。石灰在钢铁生产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烧结生产工艺、炼铁生产

工艺、炼钢生产工艺都离不开石灰的作用。但是石灰具有容易吸收空气中水分潮解的特性，

特别是在空气湿度比较大的雨季，石灰的潮解降低了石灰的CaO含量，同时也降低了石灰的

活性，影响到烧结矿混合料温度，混合料的造球制粒性能，进而影响到烧结矿的烧成质量；

由于炼钢用的石灰块吸收空气中的水分后，在白灰块表面形成一层强度非常软的氢氧化

钙，并且体积膨胀与内部的石灰剥离形成粉末，在加入转炉过程中，氢氧化钙粉末随炉气被

除尘风机吸走，影响到石灰的消耗量，并增加了环保除尘的负担。另外由于出钢过程中加入

钢包的白灰块因吸潮含有氢氧化钙，在高温钢水搅动作用下，氢氧化钙分解出CaO、H2O，H2O

在高温下进而会分解出的H会进入钢水，影响到钢材中的H含量增高，进而钢材发生氢脆缺

陷的发生几率大大增加。

[0003] 目前对生石灰吸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利用生石灰容易吸水的特性来制造干

燥剂的方法，研究石灰防潮解的办法较少。

[0004] 中国专利CN  209427438U公开了一种防潮式钢铁生产用活性石灰储存装置，是通

过在烧结的石灰粉料仓里增设加热装置和搅拌装置，使吸水潮解的石灰粉将Ca(OH）2加热

分解成CaO和H2O，并通过电机带动铰刀搅拌，使得料仓内的石灰受热均匀。但是这种方法的

缺点是消耗大量的电能，要使Ca(OH）2加热分解成CaO和H2O需要加热温度达到450℃以上。对

能源消耗来讲是一种巨大的浪费。

[0005] 中国专利CN  106732386A公开了一种以聚乙二醇与有机生石灰复合干燥剂的制备

方法，该方法是利用石灰容易吸收水分的特性来制备干燥剂，而不能解决石灰受潮的问题。

[0006] 以上专利技术中都没有从石灰的生产、储存、转运过程整体研究如何防止石灰受

潮现象的发生。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就是针对上述存在的缺陷而提供一种利用氮气防止石灰潮解粉化的方法。

[0008]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为：

一种利用氮气防止石灰潮解粉化的方法，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S1、石灰石经石灰窑煅烧后形成石灰块，并运至石灰块储存仓，在石灰块储存仓底

部通入一定流量的氮气，在石灰块储存仓内形成微正压（所处环境压力略高于大气压力200

一400帕的情况下，称为微正压环境），以阻止潮湿的空气进入储存仓内；氮气的流量L确定

为：

当石灰块储存仓正常接料且同时卸料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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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VS+（M2‑M1）/ρ；

当石灰块储存仓正常接料而不卸料时：

L=VS‑M1/ρ；

当石灰块储存仓卸料而不接料时：

L=VS+M2/ρ；

当石灰块储存仓不接料、不卸料时：

L=VS；

L‑为通入石灰块储存仓的氮气流量，m3/h；

S‑为石灰块储存仓的收料口面积，m2；

V‑为氮气在石灰块储存仓敞口处的流速，m/h；

M1‑为石灰块储存仓中的接料速度，t/h；

M2‑为石灰块储存仓中的卸料速度，t/h；

ρ‑为石灰块的堆密度，t/m3；

S2、S1中的一部分石灰块进入石灰粉磨机内，石灰粉磨机通入氮气形成微正压；

S3、粉磨后的石灰粉由石灰粉运输罐车运至烧结，并由氮气压力打入烧结石灰粉

料仓，氮气气压为0.7‑0.8MPa；并向烧结石灰粉料仓顶部通入氮气形成微正压；

S4、S1中的另一部分石灰块进入炼钢高位石灰块储存仓以备使用，该储存仓底部

通入氮气形成微正压。

[0009] 进一步的，石灰块储存仓的收料口面积S=2m2；氮气在石灰块储存仓敞口处的流速

V=15‑20m/h；石灰块储存仓中的接料速度最大值M1=30t/h；石灰块储存仓中的卸料速度最

大值M2=200t/h；石灰块的堆密度ρ=1.2t/m3。

[0010] 进一步的，当石灰块储存仓正常接料同时卸料时：氮气流量L为171‑182m3/h；

当石灰块储存仓正常接料而不卸料时：氮气流量L为5‑15m3/h；

当石灰块储存仓卸料而不接料时：氮气流量L为196‑207m3/h；

当石灰块储存仓不接料、不卸料时：氮气流量L为30‑40m3/h。

[0011] 进一步的，S2中氮气流量为15‑20m3/h。

[0012] 进一步的，S3中氮气流量L为5‑10m3/h。

[0013] 进一步的，S4中氮气流量L为10‑15m3/h。

[0014] 更进一步的，石灰粉的氧化钙含量保证不低于85wt%；石灰块的氧化钙含量不低于

87wt%；石灰块的粉率不大于10wt%。

[001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本发明公开的一种利用氮气防止石灰潮解粉化的方法，是基于石灰吸潮分解的原

理，破坏石灰潮解粉化过程中与空气中水分接触的条件，从而阻止石灰潮解CaO+H2O=Ca

(OH）2反应的发生。

[0016] 在空气中氮气的含量占到78%，钢铁厂中氮气是制备氧气的副产品，主要是在低温

下气化获得，而氮气的沸点温度远低于水的沸点温度，因此氮气中几乎不含水分，是一种隔

绝空气中水分与石灰接触的良好媒介。

[0017] 本发明通过氮气隔绝石灰与潮湿空气的接触，从而防止石灰的潮解粉化现象的发

生，提高产品质量，节约生产成本，而且石灰用量的减少直接减少了分解石灰石产生的二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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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碳的排放量。石灰粉的氧化钙确保85wt%以上，石灰块的氧化钙含量确保87wt%以上，石灰

块的粉率不大于10wt%，节约用量的同时提高烧结矿转鼓强度。在炼钢使用此技术时改善炼

钢的氢脆现象的发生。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发明方法的工艺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为了使本技术领域的人员更好地理解本发明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本发明实施

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

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

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应当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0]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利用氮气防止石灰潮解粉化的方法，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S1、石灰石经石灰窑煅烧后形成石灰块，并运至石灰块储存仓，在石灰块储存仓底

部通入一定流量的氮气，在石灰块储存仓内形成微正压，以阻止潮湿的空气进入储存仓内；

氮气的流量L确定为：

当石灰块储存仓正常接料且同时卸料时：

L=VS+（M2‑M1）/ρ；

当石灰块储存仓正常接料而不卸料时：

L=VS‑M1/ρ；

当石灰块储存仓卸料而不接料时：

L=VS+M2/ρ；

当石灰块储存仓不接料、不卸料时：

L=VS；

L‑为通入石灰块储存仓的氮气流量，m3/h；

S‑为石灰块储存仓的收料口面积，m2，S=2m2；

V‑为氮气在石灰块储存仓敞口处的流速，m/h，取V=15m/h；

M1‑为石灰块储存仓中的接料速度，t/h，取最大值M1=30t/h；

M2‑为石灰块储存仓中的卸料速度，t/h，取最大值M2=200t/h；

ρ‑为石灰块的堆密度，t/m3，取值ρ=1.2t/m3。

[0021] 在本发明中氮气在石灰块储存仓敞口处的流速V设定为15‑20m/h，这是由于氮气

流速过小容易造成潮湿的空气从敞口的边缘进入石灰块储存仓内，造成石灰块吸收空气中

的水分而发生潮解粉化；而氮气流速过大则容易造成气流带走石灰的粉末，造成扬尘，污染

环境。

[0022] 根据以下数值确定不同状态下石灰块料仓的通入氮气的流量：

当石灰块储存仓正常接料同时卸料时：氮气流量L为171‑182m3/h；

当石灰块储存仓正常接料而不卸料时：氮气流量L为5‑15m3/h；

当石灰块储存仓卸料而不接料时：氮气流量L为196‑207m3/h；

当石灰块储存仓不接料、不卸料时：氮气流量L为30‑40m3/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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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S1中的一部分石灰块进入石灰粉磨机内，石灰粉磨机通入氮气形成微正压，气

流量为15‑20m3/h；

S3、粉磨后的石灰粉由石灰粉运输罐车进入烧结石灰粉料仓，氮气气压为0.7‑

0.8MPa；向烧结石灰粉料仓顶部通入氮气形成微正压，流量为5‑10m3/h；

S4、S1中的另一部分石灰块进入炼钢高位石灰块储存仓以备使用，该储存仓底部

通入氮气形成微正压，气流量为10‑15m3/h；

运用此技术后，石灰粉的氧化钙含量保证不低于85wt%；石灰块的氧化钙含量不低

于87wt%；石灰块的粉率不大于10wt%。

[0023] 以下通过几个实施例对该方法进行详细说明：

实施例1

使用氮气对石灰与空气进行微正压隔离（使石灰的周围形成氮气微正压的环境，

从而隔绝石灰与潮湿空气的接触），防止石灰吸潮分解，石灰块储存仓在装料时的氮气流量

为5m3/h，生产卸料时的氮气流量为197m3/h，边装边卸料时的氮气流量为172m3/h，不装不卸

料时的氮气流量为30m3/h；炼钢高位石灰块储存仓充入氮气15m3/h，使其获得氮气微正压；

石灰粉磨机充入氮气20m3/h，使其获得氮气微正压；石灰粉运输罐车打灰用氮气压力

0.8MPa，烧结石灰粉料仓充入氮气10m3/h，使其获得氮气微正压。最终石灰粉的氧化钙检测

为85wt%，石灰块的氧化钙检测为87wt%，石灰块粉率为10wt%。

[0024] 实施例2

使用氮气对石灰与空气进行微正压隔离，防止石灰吸潮分解，石灰块储存仓在装

料时的氮气流量为10m3/h，生产卸料时的氮气流量为207m3/h，边装边卸料时的氮气流量为

182m3/h，不装不卸料时的氮气流量为40m3/h；炼钢高位石灰块储存仓充入氮气13m3/h，使其

获得氮气微正压；石灰粉磨机充入氮气18m3/h，使其获得氮气微正压；石灰粉运输罐车打灰

用氮气压力0.76MPa，烧结石灰粉料仓充入氮气8m3/h，使其获得氮气微正压。最终石灰粉的

氧化钙检测为86wt%，石灰块的氧化钙检测为87wt%，石灰块粉率为8w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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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实施例3

使用氮气对石灰与空气进行微正压隔离，防止石灰吸潮分解，石灰块储存仓在装

料时的氮气流量为15m3/h，生产卸料时的氮气流量为202m3/h，边装边卸料时的氮气流量为

179m3/h，不装不卸料时的氮气流量为35m3/h；炼钢高位石灰块储存仓充入氮气10m3/h，使其

获得氮气微正压；石灰粉磨机充入氮气15m3/h，使其获得氮气微正压；石灰粉运输罐车打灰

用氮气压力0.7MPa，烧结石灰粉料仓充入氮气5m3/h，使其获得氮气微正压。最终石灰粉的

氧化钙检测为87wt%，石灰块的氧化钙检测为88wt%，石灰块粉率为7wt%。

[0026] 对比例

对比例没有使用氮气对石灰进行与空气的隔离，造成石灰出现吸潮分解现象，石

灰粉的氧化钙含量为78wt%，石灰块的氧化钙含量为80wt%，石灰块的粉率达到20wt%。

[0027] 对比例与实施例1‑3相比，对比例中石灰粉氧化钙含量为78wt%，实施例1中石灰粉

氧化钙为85wt%，实施例2中石灰粉氧化钙为86wt%，实施例3中石灰粉氧化钙为87wt%，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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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3中石灰粉的氧化钙含量均不低于85wt%。对比例石灰块的氧化钙含量为80wt%，实施例

1中石灰块的氧化钙含量为87wt%，实施例2中石灰块的氧化钙含量为87wt%，实施例3中石灰

块的氧化钙含量为88wt%，实施例1‑3中石灰块的氧化钙均不低于87wt%。对比例与实施例1‑

3相比，对比例中的石灰块粉率为20wt%，而实施例1中的石灰块粉率为10wt%，实施例2中的

石灰块粉率为8wt%，实施例3中的石灰块粉率为7wt%，因此实施例中的石灰块粉率都不大于

10wt%。

[0028] 尽管参照前述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

其依然可以对前述各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

同替换，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

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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