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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蒸汽型脱硫石膏粉煅烧设备详细介绍

 

                            蒸汽型脱硫石膏粉煅烧设备

 

脱硫石膏原料经铲车喂入前置系统，经打散、计量、除铁输送到烘干机烘干，合格的半成品经输送筛分
后，再经提升机提到半成品仓；经计量再经提升机输送进入沸腾炉煅烧系统，开关机时不合格成品经旁
路返料质控系统返回再煅烧；合格产品冷却、均化、粉磨改性系统后，再经提升机送入2个均化成品仓,
均化仓内均装有除尘、料位、均化系统，仓顶除尘吸出多余热量，均化系统在均化的同时并防止成品结
块。

 脱硫石膏粉设备是市场上比较成熟的石膏粉加工设备，其中蒸汽型属于热源方式，我公司已经有6年的
市场实践经验，技术成熟稳定，能够给客户技术支持。

欢迎广大的新老客户朋友们咨询，我们会给予您回复。

 

脱硫石膏煅烧设备介绍，以年产10万吨为例（一）工艺要求：1.1生产能力：≥13.7吨/小时β型半水石膏
粉。脱硫石膏原料附着水:12-18%。处理原料：20吨左右/小时。1.2产品质量：按照《建筑石膏》国标（G
B/T9776-2008）执行，满足石膏砂浆、石膏砌块等石膏建筑用品用粉要求。1.3环保要求：符合国家环保
要求（粉尘排放≤20mg/m，无污水排放，无有害气体排放）。1.4热源条件，天然气，热值≥8200kcal。
（二）脱硫石膏生产线工艺方案：利用天然气作为热源，导热油作为传热介质；采用烘干、煅烧两步法



工艺。工艺顺序介绍：上料铲车将原料送入1号进料斗，进料斗配备振打电机和2号皮带称，2号皮带称会
根据预先输入设计好的参数进行送料，误差不超过0.5吨/小时。脱硫石膏原料通过4号皮带输送机进入5号
桨叶干燥机，桨叶干燥机适用于利用导热油、蒸汽等介质进行烘干。经过烘干后的原料经过6号提升机进
入7号脱硫石膏煅烧炉内煅烧，该煅烧炉采用流态化煅烧，了煅烧的均匀性。煅烧后的半成品进入8号磨
机改性粉磨，再通过9号提升机进入10号成品仓。在成品仓陈化3天后，11号双嘴包装机完成包装。生产
过程中产生的粉尘主要来源有三处，处为烘干阶段，由13号旋风分离器和14号脉冲布袋除尘器进行处理
，过滤出的脱硫石膏再通过15号螺旋输送机回到桨叶干燥机内。二处为煅烧阶段，由16号旋风分离器和1
7号脉冲布袋除尘器进行处理，过滤出的脱硫石膏再通过19号刮板输送机回到6号提升机。三处为输送阶
段，粉尘通过21号仓顶除尘器处理，确保生产车间无粉尘排放。

脱硫石膏烘干机的烘干方法详解

建筑石膏加工按传热方式不同可分为直接法与间接法二种:1、烘干机直接气流法:直接气流法是我公司利
用传热传质效率极高的"气固旋流"烘干技术自行研究开发设计的一套石膏煅烧工艺装置。该工艺装置具
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技术特色:烘干机(1)烘干机可以使用多种热源，如烟道气、煤燃气，也可以用蒸气或其
他能源转换的热空气。(2)、烘干机设备结构紧凑，投资低，所有的系统工艺参数全部经测试校正，可靠
性强。(3)、烘干机按气源的温度可进行1800C的低湿慢速 煅烧，也可以3000C中速
煅烧，还可以5800C快速 煅烧。(4)、烘干机能耗低，煅烧热耗不大于35万kcal/t ?石膏。(5)、可以生产干
二水石膏也可以生产半水石膏，生产干二水石膏的风温只需1200C,完全可以利用火力发电厂的低温烟气
。

2、烘干机蒸汽间接法:蒸汽间接法是根据电厂的能源情况和环保要求，自行研究开发设计的一套石膏烘
干、煅烧工艺装置。该装置将较易脱出的游离水与难于脱出的结晶水的分置在两台设备中进行，使其更
具合理性，也便于产品结构调整的质量控制。该装置可以生产于二水石膏(水泥缓凝剂用)、超优等品?石
膏。该工艺装置具有以下同个方面的技术特色:(1)、烘干机单位体积设备的传热面积大，设备结构紧凑，
装置占地面积小。(2)、热量利用率高，每吨B石膏粉的蒸汽耗量不超过1t。(3)、用1.0MPa以下的蒸汽作
为热源即可满足脱硫石膏烘干要求。(4)、设有余热回收再利用装置，降低系统能耗。(5)、采用自主研发
的石膏卸料器和高效石膏烘干机，它不仅填补了国内空白，还达到了国外同类产品水平，确保系统高效
、稳定运行。(6)、无二次风粉尘污染，尾气排放达到国家环保要求!

   

2、环境保护措施

（1）施工期的环境保护措施

工程施工中产生的废渣石，应本着因地制宜利用的原则，首先尽量为工程本身利用，以减少占地和节约

工程费用。

为减少工程施工对土壤的破坏，施工作业时，要制定分层取土、分层堆放、分层回填的施工操作制度，

并严格监督执行，坚决制止乱挖乱堆，破坏土壤结构的作业行为。

在工程中毁坏的树木和植被，工程施工后必须尽快实施绿化，大限度减少水土流失和土壤退化。

道路和管道铺设，应尽量缩短施工时间，对裸露的地面和堆置的土方，适量洒水抑尘，或采取遮盖维护



等措施，剩余的土方需要用车辆运至指定地点堆存，运输车辆不能超载，防止运输工程中的土壤洒落。

为减少施工噪声对周围居民的影响，距居民区100米的施工区域不允许在夜间10时至次日早晨6时内使用

噪声超标设备施工，夜间施工时也要避免各种施工机械设备同时启动，大限度减少声源叠加影响。同时

也可以在工地周围设立暂时声障之类的装置，以保证居民区的声音环境质量。

（2）项目运行期间的环保治理措施

本项目主要大气污染物为烟尘和粉尘，采用脉冲式布袋除尘器进行治理，烟气排放浓度达到GB16297-199

6《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二级标准排放。

沸腾炉原理介绍

一、基本原理

①流态化的基本概念

要了解沸腾炉，必须对固体流态化的基本概念有所了解。物体可分为固体和流体（液体、气体）两类。

固体和流体其物理性状有很大的不同。所谓固体流态化，就是让固体颗粒通过与液体接触而转变成类似

流体状态的操作。固体流态化以后可使某些工艺过程简化和强化，甚至使原来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

在这里只介绍一些与石膏沸腾煅烧有关的基本概念。在一个长方体容器的底部，装有一个多孔板，多孔

板上方装有一定高度的石膏粉层。气体通过多孔板进入料层并穿过料层向上流出。当气流速度较低时，

颗粒层是静止不动的，气体从颗粒之间的间隙通过，这种状态的颗粒层成为固态床。当气流逐渐增加到

某个临界速度，气流对固体颗粒的向上推力与颗粒的重量相等时，固体颗粒被气体吹起而浮动于气体中

，在一定的空气内无规律的飞翔运动，床层开始膨胀和变松，空隙率比固态床增大许多，但床层仍有一

个明显的上界面，整个床层具有了类似液体性质，这种床层就称为流化床。如果气流速度继续增大，流

化床就出现很大的不稳定性，床内固体的颗粒成团地濡动，气体主要以气泡形式通过床层上升。床层内

分为两种聚集状态：一种是大体上处于临界流化状态的低孔隙率的区域，称为密相区；另一种是只有稀

散固体颗粒高孔隙率区域（即气泡），称为稀相区。高于临界流速的气体以气泡形式沿着流床上升，在

上升过程中互相合并长大，到达床层上界面时气泡破裂，因此床层上界面很不稳定，上下波动，整个流

化床看起来就像一锅激烈沸腾的液体，这种性状的床层叫做鼓泡床。继续增大气流速度，直至气流速度

大于固体颗粒的悬浮速度时，流化床上界面消失，颗粒将被气体带出容器，这就不再存在什么流化床，

则成为气流输送了。固体颗粒实现流态化后，流化床就具有了类似液体的性状，例如它可以浮起大而轻

的物体；床层具有了液体那样的流动性。

②石膏沸腾煅烧炉的工作原理

石膏沸腾煅烧炉的床层状态属于前面所描述过的鼓泡床，因此将这种炉子形象地称作“沸腾炉”。沸腾



炉煅烧部分为一个立式直筒状容器在其底部装有一个气体分布板，气体分布板可设计多孔板。目的是在

停止工作时支撑固体粉料不致漏粉，在工作时使气流从底部均匀地进入床层。在床层的上界面以上装有

连续进料的投料机。在床层上界面处的炉壁上有溢流孔，用于出料。在床层内装有大量的加热管，管内

的加热介质为过热蒸汽或导热油，热量通过管壁传递给管外处于流态化的石膏粉，使石膏粉脱水分解。

在煅烧部分上部，装有一个静电除尘器，气体离开流化床时带出来的少量粉尘，由静电除尘器收集后自

动返回流化床，已除尘的尾气由排风机抽出，排入大气。正常工作时，从沸腾炉底部鼓入空气，通过气

体分布板进入流化床 。鼓入的空气不需要很多，稍稍超过临界气速，使床层实现流态化即可。此时淹没

在流化床中的加热管向物料传递大量的热量，使二水石膏粉达到脱水分解的温度，二水石膏就在流化床

中脱去结晶水并变为蒸汽，这些蒸汽与炉底鼓入的空气混合在一起，通过床层向上运动。由于蒸汽量比

鼓入的空气量多得多，所以整个鼓泡床的流态化主要是靠石膏脱水形成的蒸汽来实现的。由于在流化床

中粉料激烈的翻滚、混合，所以在整个流化床中各处的物料温度和成分几乎是一致的。连续投入的石膏

粉，一进入床层，几乎瞬间就与床层中大量热粉料混合均匀，在热粉料中迅速脱水分解。为了避免刚加

入的生料未完成脱水过程就过早排出，设计时在炉子中加了一块隔板，将流化床分成大小两部分，两部

分底部是连通的。生石膏粉先进入大的部分，在此脱掉大部分结晶水，然后通过下部的通道进入小的部

分，在这里完成终的脱水过程，再由床层上部自动溢流出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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