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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重金属冶金技术》第1章由江西理工大学徐迎春、李亮星、金隆铜业公司吴文明共同编写，第2章由
江西理工大学李亮星和梁勇共同编写，第3章由广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何启贤编写，第4章由徐迎春编
写，第5章由徐迎春和梁勇共同编写。全书最后由徐迎春统编定稿，担任主编。
《重金属冶金技术》可作为本科少学时[如冶金工程（非有色方向）、软件工程（冶金方向）]和高职
高专的教材，也可作为冶金企业的培训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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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在正常操作过程中，进入冷凝器的含锌炉气温度为980-1080℃，经冷凝并吸收锌后，
进入直升烟道，温度为440-465℃，直升烟道温度是反映炉气中锌被冷凝吸收程度的主要指标。铅泵和
冷凝器转子工作不正常、回铅流槽返回的铅液温度高、回铅量不足等都可能造成直升烟道温度过高。
在冷凝器运行时，要保持正压操作以防止空气进入，造成锌的氧化或煤气爆炸。转子叶轮埋入铅液的
深度为180-220mm，冷凝器的工作铅面可从铅泵池测量，当铅液面降低时，需从冷却流槽加入烘干的
精铅锭作补充。冷凝器在运转过程中会不断产生浮渣，大部分浮渣由铅泵池扒出，小部分则滞留在冷
凝器内。冷凝器的进口处会逐渐形成结瘤，清扫时要扒出冷凝器内的浮渣，并清除各部位的炉结。铅
液的循环量要使冷凝器铅液的温升保持在80-100℃范围，即重回铅槽的铅液经过冷凝器时，温度
由430-445℃上升到510N530℃，铅液的循环量南铅泵的扬铅能力和冷却流槽的冷却能力控制，循环量
不足时，铅池温度将会升高，应及时调整铅泵的扬铅能力或进行更换。回铅槽温度升高时，说明冷却
流槽的冷却能力不足，应对冷却管组进行清理或增加冷却管组的数量。经过冷却后的铅锌混合液在分
离槽按密度不同而分离。锌液的密度较小，浮于铅液之上，并通过设在分离槽尾部的溢流口流人贮锌
槽。为保证锌液的质量，减少锌液中铅、铁、砷等杂质的含量，锌液层的温度要尽可能保持略高于锌
的熔点，生产中一般温度控制在440-450℃。同时应避免搅动锌液层，经常检查溢流口的深度。分离出
锌液后的铅液通过分离槽的底流孔进入回铅槽，并通过回铅槽的过道口返回冷凝器。在正常操作中，
要在分离槽尾部用燃烧煤气的方法保温，以免底流口被冻结。在分离槽的侧墙及回铅槽的过道口，会
逐渐形成氧化物结瘤，从而减小分离槽的截面积或升高过道口的高度，导致铅流受阻，使锌液的含铅
量升高。故应经常检查回铅槽过道的高度，并定期利用清扫口进行清理。炉况不正常、炉气中CO2、
砷含量高，可能使炉气或铅液中的锌氧化；铅泵池温度过高，进入冷却流槽后又采取急冷措施，会使
大量锌突然析出。这两种情况均会使冷却流槽铅液面上形成半熔状态的牙膏状物质。这种牙膏状物质
易黏结在冷管组上，阻碍铅液流动，并且难于清理，生产中应当尽力避免其形成。一旦出现大量牙膏
状氧化物时，应及时组织力量把冷却管组提起，将其扒到熔剂槽中去。

Page 6



《重金属冶金技术》

编辑推荐

《重金属冶金技术》是高职高专冶金技术专业“十二五”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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