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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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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企业烧结球团无组织排放粉尘控制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钢铁企业烧结球团无组织排放粉尘控制技术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源头治理、

生产工艺过程控制、清洁系统、监测与监控、建筑结构、安全、职业健康与消防。

本文件适用于烧结、球团工序新建、扩建和改造项目的无组织排放粉尘控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规范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规范；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

用于本文件。

GB 4053.3 固定式钢梯及平台安全要求 第 3部分：工业防护栏杆及钢平台

GB/T 16758 排风罩的分类及技术条件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414 钢铁冶金企业设计防火标准

GB 55021 既有建筑鉴定与加固通用规范

GB 55022 既有建筑维护与改造通用规范

HJ 435 钢铁工业除尘工程技术规范

HJ 664 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点位布设技术规范（试行）

YB 4359 钢铁企业通风除尘设计规范

环大气 〔2019〕35 号 关于推进实施钢铁行业超低排放的意见

中环协〔2020〕4号附件 钢铁企业超低排放改造技术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HJ 435 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无组织排放 unorganized discha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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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污染物不经过排气筒的无规则排放，包括开放式作业场所逸散，以及通过缝隙、通风口、敞

开门窗和类似开孔（洞）的排放等。

3.2

封闭罩 seal boot

为抑制烟（粉）尘自由扩散而设置的局部封闭构件。

3.3

诱导气流 induced flow

物料在狭小的密闭空间内向下移动过程中，诱导推动其内部空气共同运动并随物料一起排出的气

流。

3.4

刮板清料机 scraper cleaner

一种设置在带式输送机头部回程段底部，通过刮板将收集的散料送回至头部溜槽的清料装置。

3.5

热风混合干式除尘技术 hot air mixed of dry de-dust technology

采用热空气与含湿烟（尘）气混合，使混合后的烟（尘）气温度在露点温度以上的技术。

3.6

密闭 be hermetic

物料不与环境空气接触，或通过密封材料、密封设备与环境空气隔离的无组织控制措施。

3.7

密闭储存 be hermetic storage

将物料储存于与环境空气隔离的建（构）筑物、设施、器具内的储存方式。

3.8

密闭输送 be hermetic transfer

物料输送过程与环境空气隔离的输送方式。

3.9

封闭 closed

利用完整的围护结构将物料、作业场所等与周围空间阻隔的无组织控制措施，设置的门窗、盖板、

检修口等配套设施在非必要时应关闭。

3.10



T/CIECCPA XXX—20XX

3

封闭储存 closed storage

将物料储存于具有完整围墙（围挡）及屋顶结构的建筑物内的储存方式，建筑物的门窗在非必要

时应关闭。

3.11

封闭输送 closed transfer

在完整的围护结构内进行物料输送作业，围护结构的门窗、盖板、检修口等配套设施在非必要时

应关闭。

3.12

封闭车间 closed workshop

具有完整围墙（围挡）及屋顶结构的建筑物，建筑物的门窗在非必要时应关闭。

4 基本要求

4.1 制定治理技术路线和监控措施时，应开展全面排查，建立全覆盖的无组织排放源清单及控制措施

对照表，表格格式可参考《钢铁企业超低排放改造技术指南》（中环协〔2020〕4号附件）。并应加强

源头治理，减少无组织排放源数量和排放总量。

4.2 全面加强物料储存、输送及工艺过程无组织排放控制，在保障生产安全的前提下，采取密闭、封

闭等有效措施，有效提高废气收集率，产尘点及车间不得有可见烟粉尘外逸。

4.3 产尘点应按照“应收尽收”原则配置集尘罩，强化运行管理，确保收集治理设施与生产工艺设备

同步运转。

4.4 建立无组织排放监控体系，应对无组织排放过程、治理设施及工艺设备运行状态、TSP监控设施

和厂区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点进行集中管控。

5 源头治理

5.1 新建、改（扩）建烧结球团项目时，宜从原料条件、配料、制粒、烧结、焙烧、冷却等工艺环节

提高成品质量，并减少物料转运过程中的落差及次数，减少粉尘的产生。

5.2 当燃料粒度小于 10 mm，且小于 3 mm粒级的含量占 30%以上时，宜采用燃料预筛分工艺。

5.3 配料的各类熔剂粒度不宜大于 3 mm，宜采用闭路破碎筛分工艺。

5.4 烧结机漏风治理，应强化烧结机密封。机头机尾密封宜采用负压吸附或柔性自适应密封；台车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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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宜采用弹簧密封；润滑系统宜采用自动集中润滑；风箱连接时，宜采用耐高温耐腐蚀抗老化材料密

封的法兰连接，或直焊无法兰连接；卸灰阀宜采用双层密封结构等，烧结机漏风率不宜大于 20%，机

头烟气中的含氧量控制不应大于 16%。

5.5 环冷机宜采用上下水密封或更先进的密封方式，漏风率应小于 5%。

5.6 环冷机高温热废气经余热锅炉换热后宜作为高温区冷却风进行循环利用，环冷机中温区热废气宜

搭配烧结烟气混匀后在烧结机料面进行循环利用，环冷机低温区热废气宜作为中温区冷却风进行串级

利用。

6 生产工艺过程控制

6.1 一般要求

6.1.1 各车间、转运站、带式输送机通廊、除尘器刮板输送机平台等应封闭，当平台没有无组织排放

源时可不封闭。

6.1.2 工艺设备易扬尘位置应整体封闭或设置局部密封罩并设集尘罩。

6.1.3 封闭区域有易燃粉尘时应考虑防火、防爆措施。

6.1.4 密封罩设计应满足 GB/T 16758的规定，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密封罩的设置应考虑工艺特点、设备结构、安全生产、操作和维修等；

b) 密封罩的大小和位置应便于抽风气流组织，并应使罩内保持负压；

c) 密封罩应减少罩上的孔洞和缝隙，密封罩与运动部件间应采取措施减少缝隙；

d) 密封罩设置操作孔、检修门和观察孔时，当门处于关闭状态时，门与孔之间不应有明显缝隙，

开门位置宜避开气流正压区；

e) 设置可拆卸密封罩时，密封罩的结构应便于拆卸和安装。

6.2 物料存储与输送

6.2.1 生石灰、膨润土、除尘灰、煤炭粉、焦粉、脱硫灰等粉状物料，其储存应采用密闭料仓或储罐

等方式，输送应采用气力输送设备、吸排罐车、管状带式输送机等密闭输送方式，接受仓仓顶应设置

除尘装置。

6.2.2 铁精矿、煤、焦炭、烧结矿、球团矿、返矿、返焦、脱硫石膏等块料和粘湿物料，其储存应采

用密闭料仓或封闭料棚等方式，输送应采用管状带式输送机等密闭输送或封闭带式输送机通廊等封闭

输送方式。确需汽车运输时，应使用密闭车厢或苫盖严密，装卸车位置应封闭，并设置集尘罩，或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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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喷雾等抑尘措施。

6.2.3 物料运输设备封闭措施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带式输送机机头、机尾应整体封闭，机头封闭长度宜大于 3米，机尾封闭长度宜大于 6米，驱

动部分不宜封闭在内；

b) 管状带式输送机头、机尾展开段应整体封闭；

c) 运输物料含水率小于 6%时，带式输送机中段带面宜封闭；

d) 运输散发蒸汽的物料时，带式输送机应整体封闭；

e) 带式输送机受料点应设置全封闭导料槽，导料槽宜采用双层或包裹式封闭结构，长度不宜小于

6 m；

f) 带式输送机重锤拉紧装置应整体封闭；

g) 梭式布料器、重型卸料车、可逆配仓带式输送机等移动输送设备可采用自带除尘、抑尘装置的

环保型设备，也可采取整体封闭并设集尘罩。

6.2.4 当转运落差大于 3 m 时，应采用减小物料冲击，减少诱导气流的落料装置。

6.2.5 当物料冲击会造成带式输送机局部下陷造成粉尘外逸时，受料点下应采用缓冲装置。

6.2.6 带式输送机漏斗应能收集增面轮散料；输送粘性物料时，漏斗宜设置振动电机或其他疏通设施。

6.2.7 带式输送机宜采用头部可调模块式清扫器，回程宜设二级或多级清扫器。

6.2.8 运输粘性物料带式输送机头部回程段宜设置刮板清料机。

6.3 原料准备系统

6.3.1 汽车受料槽应整体封闭，封闭范围应将整车覆盖，并设集尘罩。

6.3.2 原煤堆场应整体封闭，应设置能覆盖排放源点的抑尘或除尘设施，相关治理设施应与防止原煤

自燃的打水降温装置统筹考虑。

6.3.3 燃料、熔剂筛宜采用封闭式棒条筛。

6.3.4 燃料、熔剂粗破设备宜采用锤式可逆破碎机，燃料、熔剂细破设备宜采用四辊破碎机。

6.3.5 燃料熔剂准备系统宜设在同一车间。

6.3.6 精矿干燥机进料端散料漏斗卸料区和干燥机排料口应整体封闭。

6.3.7 原料筛除过程中产生的大块和杂料在储存、转运过程应采取密闭空间储存等防止二次污染措施。

6.4 配混制粒系统

6.4.1 电子皮带秤、直拖输送机、圆盘给料机盘面应采用全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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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混合机进料端散料漏斗卸料区和排料端应封闭，伸缩头给料装置应整体封闭。

6.4.3 生石灰、除尘灰等粉状物料宜放在最后配料。

6.4.4 电子皮带秤、直拖输送机回程下方宜设散料集中回收装置。

6.4.5 生石灰、除尘灰仓顶宜设置带动力的脉冲袋式除尘器，外排口宜接入集中除尘系统。

6.4.6 生石灰消化装置宜采用多级消化器。

6.5 造球与生球筛分系统

6.5.1 生球大球辊筛末端破碎辊应整体封闭。

6.5.2 造球车间应整体封闭，可对造球机整体封闭或设置独立的湿式除尘设施。

6.6 烧结冷却系统

6.6.1 烧结机机头布料区、尾部卸料区应封闭，环冷机台车平台以下宜封闭。

6.6.2 烧结用环冷机灰斗下散料宜用封闭环形带式输送机收集。

6.6.3 烧结用环冷机受料区、卸料区应封闭。

6.7 球团干燥、预热、焙烧、冷却系统

6.7.1 链篦机回程段应设可拆卸式密封板。

6.7.2 环冷机排料斗大块格栅宜设机械清理装置。

6.7.3 窑头固定筛、环冷机排料斗清理出的物料宜汇入成品处理系统；不具备条件时，应设置独立的

封闭堆存场地并设置集尘罩。

6.7.4 球团用环冷机受料区、卸料区应封闭。

6.7.5 球团用环冷机灰斗下散料宜用封闭环形带式输送机收集。

6.7.6 铺底、铺边下料口、铺底料上料斗宜设置集尘罩。

6.7.7 采用鼓风干燥工艺时，应设置抑尘措施，如设置负压风箱、风箱扰流板等。

6.8 主抽风除尘系统

6.8.1 除尘器灰斗下卸灰及输送装置应密封。

6.8.2 除尘灰仓设有紧急外排口时，应采用密闭输送。

6.9 成品筛分整粒系统

6.9.1 成品筛宜采用封闭式悬臂棒条筛或复频筛。

6.9.2 成品筛宜布置在同一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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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 成品取样检验系统

6.10.1 宜采用全自动取样检验装置，并应对破碎、缩分、运输等设备封闭。

6.10.2 可采用机械臂全自动取样检验装置，且应独立封闭。

6.11 除尘与抑尘

6.11.1 除尘设计应符合 YB 4359及 HJ 435的规定。

6.11.2 物料在装卸、转运过程中应设除尘或抑尘设施。

6.11.3 固定或连续作业的产尘点宜采用除尘设施。

6.11.4 间歇式、非固定的产尘点，可采用干雾等抑尘设施。干雾抑尘雾滴直径应小于 30 μm，且应覆

盖扬尘区域，响应时间不宜大于 5 s。

6.11.5 集尘罩罩口风速应合理选取，避免吸入物料，且集尘罩罩口最低流速不应低于 1.5 m/s。

6.11.6 环境除尘系统宜采用多点集中式除尘系统，并宜采用干式除尘设备。

6.11.7 除尘管网的设计应合理安排管网的布局及走向，并应有阻力平衡措施，除尘各并联管路阻力不

平衡率宜小于 5%，且不应超过 10%。

6.11.8 混合机、混合料带式输送机转运点及梭式布料装置除尘，可采用热风混合干式除尘技术或高效

湿式除尘技术。

6.11.9 处理高湿烟气采用干式除尘净化设备时，应确保烟气温度在露点温度以上。

6.11.10 烧结配料系统采用消化设备时，宜单独设置除尘设施。

6.11.11 当烧结机、链篦机、带式焙烧机散料收集带式输送机各受料点导料槽相互联通时，可分段设

置除尘点。

6.11.12 取样检验设备除尘管路布置宜减少最不利支路的三通数量。

6.11.13 除尘管道上的阀门位置应便于检修，当不便于检修时，应设置检修平台，平台面积不应小于

1.5 m2，且应满足 GB4053.3的要求。

7 清洁系统

7.1 厂区道路应硬化，并应采取清扫、洒水等措施。清洁车辆应安装定位系统，且应纳入全厂管控平

台监管。

7.2 易扬尘的生产车间、转运站及通廊地面清扫可采用真空吸尘装置，装置应具备清扫 10 mm以下粒

径物料颗粒能力，清扫率不宜小于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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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料场及汽车受料区域车辆出口应配置 1套车身及车轮清洗装置，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清洗装置距离出口位置应小于 5 m；

b) 清洗装置入口前宜设减速带，出口应配备拦车杆，宜设置摄像头监控车辆清洗情况；

c) 清洗装置出口应设抖水台或吹干装置；

d) 清洗装置水压宜高于 1.0 MPa；

e) 清洗装置下部应设置排水沟对清洗污水进行收集，并配备污水处理设施或排入污水处理厂集中

处置。

7.4 配料室地面、筛分设备平面、烧结机台车操作平面等重点区域宜刷地坪漆，且宜设自动扫拖一体

车。

8 监测与监控

8.1 应获取并记录原料准备、配混、烧结冷却、球团焙烧冷却、成品筛分等无组织排放源相关生产设

备的启停数据。无法获取相关生产设备的启停数据时，可采用具备自动抓拍扬尘功能的视频监控装置

进行监控记录。

8.2 烧结球团环冷机区域应安装高清视频监控装置。

8.3 应监控记录风机、干雾抑尘、车辆清洗装置等无组织排放治理设施的启停状态和运行参数。

8.4 含水率小于 6%的物料转运、混合、破碎、筛分，及烧结机尾、球团焙烧冷却设备等主要产尘点，

可在收尘罩或抑尘设施上方设置 TSP浓度监测仪，且不得有外部风力影响。

8.5 钢铁生产全厂区或独立球团厂厂区应至少设置 1套标准方法的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站，监测站设置

应满足 HJ 664的规定。

8.6 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站以及厂界、道路、重点区域监测微站应由厂区统一规划，监测微站的设置条

件宜一致。

8.7 烧结、球团区域应设监测微站，且应布置在主导风向及第二主导风向的下风向最大落地浓度区，

监测项目应包括 PM10、温度、湿度、风向和气压。

8.8 烧结、球团宜单独设立 DCS 系统，并应记录各无组织排放源点相关生产设施运行状况、收尘、抑

尘、清洗等治理设施运行数据、颗粒物监测数据和视频监控历史数据。DCS系统应与全厂管控平台通

讯。

8.9 自动监控、DCS监控数据应保留不少于一年，视频监控数据应保留不少于三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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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建筑结构

9.1 围护结构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围护形式宜采用全封闭方式，围护材料应依据工艺布置、气候条件及工程地实际情况等选择；

b) 所有外墙门窗、盖板、检修口等部位在非必要时应关闭，并应采取措施提高其密闭性能；

c) 外墙、屋顶等的预留孔洞，待管道或设备安装完成后，应进行封堵或遮盖；

d) 采用压型金属板进行围护的厂房，应对门窗、墙脚、檐口、阴阳角、高低跨等部位的安装、

连接缝隙进行封闭处理。

9.2 对既有建筑物增设围护结构进行封闭时，可利用既有建筑物结构，也可在既有建筑物外侧新建钢

结构框架。

9.3 对既有钢结构通廊增设围护结构进行封闭时，可利用既有钢结构通廊，也可新增桁架式钢结构对

原通廊进行封闭。新增桁架式钢结构应采用独立的受力体系。

9.4 利用既有建筑物结构或钢结构通廊增设围护结构进行封闭时，应按 GB55021及 GB55022的规定

进行鉴定、改造与加固。

10 安全、职业健康与消防

10.1 当人员进入大型设备密封检修设备时，应设有安全照明设施，并应设置防伤害与保障人身安全的

设施。

10.2 防火设计应符合 GB 50016及 GB 50414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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