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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节能降耗与余热利用不仅是当今世界共同关注的热点，也是我国高度重视的政治与经济任务，更是冶
金工业生存与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
“十一五”，期间，我国单位GDP能耗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这是具有法律
效力的约束性指标。
从2007年情况看，我国节能减排工作虽在2006年基础上有所好转，但无突破性的进展，为了扭转节能
减排的严峻形势，国家采取了一系列节能减排措施，颁发了新的《节约能源法》和6个节能减排实施
方案和办法，对量化指标实行“一票否决”制和“问责”制，节能减排已成为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
冶金工业是能源、资源消耗大户，尽管我国冶金工业在2007年取得重大成就，钢产量达到4.8 9亿t，10
种主要有色金属的产量与产能均跃居世界第一位，品种结构调整以及经济效益取得重要进展，为我国
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但是，我国冶金工业在节能减排方面仍存在众多问题。
随着全球能源和环境压力增大，特别是我国国民经济快速发展所面临的巨大能源需求和环境的压力，
我国冶金工业的生存与持续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
解决冶金工业节能降耗的问题重点是技术与设备，科技进步是关键，优良装备是基础。
分析冶金工业能耗的变化趋势，介绍节能降耗先进技术工艺与设备，是编写的旨意。
为了配合和落实国家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总结国内外近几年冶金工业节能减排取得的成效和进步，
向行业推行先进的节能降耗技术和设备，促进交流合作，适应冶金工业节能降耗技术的急需，组织编
写了本书。
希望本书的出版，对冶金工业节能降耗，发展循环经济，创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冶金企业有所
帮助，起到促进、推动和互助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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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冶金工业节能与余热利用技术指南》分为两篇共10章，第1篇为钢铁工业节能与余热利用技术指
南，主要介绍了烧结、焦化、炼铁、炼钢、轧钢等工序的节能与余热利用技术及工程实例；第2篇为
有色金属工业节能与余热利用技术指南，主要介绍了铜、铅、锌、镍、铝等有色金属冶金节能与余热
利用技术及工程实例。
　　《冶金工业节能与余热利用技术指南》可供冶金工程、环境工程、能源工程的科技人员、设计人
员和管理人员使用，也可供高等院校的相关专业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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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但是由于我国用能结构是以煤为主，因此能源利用率低，更为重要的是产业集中度低。
据统计，全国共有钢铁企业3800家，其中粗产产量超过500万t的只有15家，300万-500万t的有11家，100
万～300万t的有29家，全国300万t以上企业产量之和仅占全国粗钢产量的45％。
据2007年统计，排名前10位的钢铁集团产钢量，仅占全国总钢35.4 2％，与国家目标相差甚远。
由于中小企业节能技术落后，给我国钢铁工业节能与余能利用带来致命问题。
因此我国钢铁工业节能与余热利用工作，应根据我国国情，依靠科学技术进步，优化产业结构、用能
结构，应用先进节能技术，强化节能管理。
1.2.1 结构节能的技术途径与对策调整钢铁工业生产工艺结构、用能结构，优化生产流程可以产生重大
节能效果，冶金工业曾提出钢铁工业发展三大重要技术路线：一是以发展连铸为中心，带动钢铁工业
的结构优化；二是提高高炉炼铁喷煤比，促进炼铁系统的结构优化；三是促进轧钢工序生产的紧凑化
、连续化、一火成材，提升轧钢生产技术水平。
上述三大技术路线均能体现出钢铁工业结构节能的作用。
钢铁工业结构节能的内容如下：（1）优化高炉炼铁炉料结构，多使用球团矿，可以实现炼铁系统结
构节能。
烧结工序能耗（标煤）约为56kg/t，球团工序能耗为33kg／t，多使用lt球团矿，少用烧结矿，可以给炼
铁系统节能23kg/t左右。
球团矿含铁品位一般要比烧结矿高5％左右。
高炉炼铁人炉矿含铁品位每升高1％，可以降低炼铁焦比1.5 ％，提高产量2.5 ％，吨铁渣量减少30kg／t
，高炉允许多喷煤粉15kg／t。
所以说，高炉炼铁多使用球团矿有多方面的节能效果。
近年来，我国钢铁企业大力发展球团生产技术。
自首钢开发成功链箅机一回转窑生产球团工艺、技术装备以来，我国已建成30多条生产线。
全国生产球团能力已超过了1亿t，使用链算机一回转窑工艺技术生产的球团矿产量占全国球团矿总产
量的57％以上。
这是我国生产球团技术发展的新的里程碑。
因为，链箅机一回转窑所生产的球团工艺能耗和产品质量均优于竖炉。
这个发展的态势，有效地促进我国高炉炼铁的技术进步和节能减排工作的进展。
（2）提高高炉炼铁喷煤比，优化钢铁工业用煤结构，可以实现结构节能。
炼焦要使用50％以上的主焦煤配煤，以确保冶金焦炭质量满足高炉炼铁的需求。
我国主焦煤储量短缺（占25％），且价格昂贵。
高炉喷吹煤粉的煤种广泛，可以不用主焦煤。
提高喷煤比，可以有效地缓解我国主焦煤的短缺，而且大大降低了钢铁企业购煤成本。
2007年我国重点钢铁企业焦化工序能耗（标煤）为123.1 1k/t，而喷煤工序能耗仅为20～35kg,／t。
高炉喷吹1t煤粉，代替1t焦炭，炼铁系统就可以降低能耗约100kg／t。
同时煤粉的价格要比焦炭低700元/t左右，多喷煤，可以有效地降低高炉炼铁的生产成本。
钢铁企业多喷煤，少用焦炭，就可以少生产焦炭，减少了炼焦过程对环境的污染。
钢铁企业新建高炉或对高炉扩容计划时，如能提高喷煤比，就可以有效地减少对焦化厂的投资。
因为喷煤车间的单位投资仅是焦化厂单位投资的12％～16％。
（3）降低铁钢比，发展短流程电炉生产工序，有极大的节能效果。
电炉生产工艺流程是没有烧结、球团、焦化、高炉炼铁工序，直接使用废钢或直接还原铁进行冶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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