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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炉停产保温及生产恢复操作实践 

刁宗飞   朱  威 

（沂州科技有限公司，江苏 邳州 221300） 

【摘  要】本文介绍了焦化行业焦炉停产保温、生产恢复的操作实践。根据公司实际情况，焦

炉热工人员在此期间对于炉体炉温控制起到关键性作用并严格执行《停产保温、生产恢复实施

方案》进行操作。通过实际运行数据，表明此次停炉保温过程中取得了良好效果，对同行业的焦

炉保温起到借鉴指导作用。 

【关键词】焦炉保温；生产恢复；炉温控制; 

一、总体思路 

针对企业在遇到特殊情况下，必须长时间停炉，而且是全部推空焦炉停产的现象，通过保温处

理，最大限度降低停炉对焦炉砌体的影响，确保系统停车安全；而且在具备复产条件时，可以短时

间恢复正常生产，解决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这种极限操作在业界是前所未有的，现把具体操作

实践分享如下： 

二、实施步骤 

根据推焦计划及停炉时间确定率先推空、不再装煤炉号，按照推焦计划顺序依次进行停炉操作。

为确保停炉操作安全、有序、处理到位，按照结焦循环周期进行，规划好整个推空过程及需要时间。

具体处理措施如下： 

1、停炉方法： 

为保证炉体完好，根据降温曲线炉温由 1200℃逐步降至 950℃，待液化天然气站具备供气条件

后（需建提前建好液化天然气供应站），利用液化天然气保持焦炉温度 900～950℃；降温过程中将

成熟焦炭逐炉推出，炼焦车间负责完成炉体密封及铁件调整。 

2、准备工作： 

2.1 焦炉加热气源准备 

2.1.1 敷设外接天然气管网，作为焦炉加热主气源； 

2.2.2 建设液化天然气供应站，作为辅助及应急焦炉加热气源。上述气源通过供气管线至焦炉间台并

分别与回炉煤气总管道对接。 

2.2 确定降温计划，根据硅砖的烘炉曲线，制定降温计划。降温计划及降温曲线图（详见表 1，图 1）。 

表 1：降温计划(降温共计 4 天，第 5 天  焦炉开始保温) 

日  期 时间 （h） 温度 （℃） 

第一天 
8:00 1220 

12:00 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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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 1180 

20:00 1180 

第二天 

0:00 1160 

8:00 1120 

12:00 1120 

16:00 1080 

第三天 

0:00 1080 

4:00 1040 

8:00 1040 

12:00 1000 

20:00 1000 

第四天 

0:00 960 

4:00 960 

8:00 950 

12:00 950 

16:00 950 

20:00 950 

第五天 

0:00 950 

4:00 950 

8:00 950 

12:00 950 

16:00 950 

20:00 950 

 
图 1  焦炉降温曲线 

2.3 炉体检测处理工作： 

2.3.1 炉体与护炉铁件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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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1 检查热态炭化室炉墙的原始状况并做好原始记录。 

2.3.1.2 护炉设备和炉体连接处妨碍炉体收缩的有关部位应事先断开各滑动点均画上标号并登记。 

2.3.1.3 测量炉长、炉高、炉幅、大小弹簧负荷、炉柱曲度、抵抗墙垂直度、小烟道温度及各种吸力、

压力的原始数据并做好记录。 

2.3.1.4 校正炉长测量的基准点，炉长、曲度的所有测点都做好明显标记。 

2.3.1.5 对所有纵横拉条进行检查,凡不符合原设计标准的全部进行修复。 

2.4 备好所需材料和工具，做好人员分工。 

2.5 炉体各部位的密封： 

2.5.1 炉顶表面进行一次较为彻底的吹风、灌浆。 

2.5.2 蓄热室部位，对不能起密封作用的测温、测压孔进行更换，小烟道部位与开闭气连接处的密封。 

2.5.3 炉门与炉框连接处及除尘孔盖密封严实。 

2.5.4 对所有炉门刀边进行修理，提高炉门的密封性。 

3、温度管理要求 

3.1 温度测量要求 

3.1.1 直行温度：每 2 小时测量一次，标准燃烧室的标准火道。 

3.1.2 炉头温度：每 2 小时测量一次，所有燃烧室的火道。 

3.1.3 标准蓄顶温度：每 8 小时测量一次，与标准燃烧室相对应的蓄顶温度。 

3.1.4 标准小烟道温度：每 8 小时测量一次，与上述蓄热室相对应的小烟道温度。 

3.1.5 横墙温度：每 8 小时测量一次标准燃烧室全部火道的温度。 

3.2 停炉保温应力求依据计划保温，使其基本符合保温计划曲线。 

4、护炉铁件管理 

4.1 炉长的测量：位置与生产时一样。测量时间为：原始测量降温前进行。从 1000℃测量一次，950℃

时测量一次。 

4.2 炉高的测量：测量地点为标准燃烧室的测温火道处。测量时间为：原始测量降温前测量一次，950℃

时测量一次。 

4.3 炉幅的测量：测量地点为在炉端台或炉间台的机焦侧找三个固定点，测量固定点与固定燃烧室的

看火眼距离的变化。测量时间为：原始测量降温前测量一次，950℃时测量一次。 

4.4 在测量炉长的同时，要测量炉柱曲度。炉柱曲度的计算方法与烘炉时相同。 

4.5 在降温前将机焦侧上下部大弹簧清扫干净，拉条螺帽丝扣上油。保温过程中，分别按照规范要求

及时调整上部、下部弹簧负荷。 

4.6 各滑动点的滑动情况应随时观察检查并做好记录。 

4.7 除尘孔两侧拉条沟清理干净，保证能自由滑动。 

5、保温的步骤 

5.1 在焦炭成熟中后期，密切关注集气道压力，把集气管压力调整为 120—140Pa，当集气管压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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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保证规定压力时，停止风机并打开集气管放散，同时关闭初冷器后大阀。从初冷器出口煤气闸阀

前通入氮气向焦炉集气道吹扫，氮气从焦炉集气管排放，实时监测排放气的含氧量。 

5.2 在降温期间，化产氨水泵保持正常运行，根据现场需要及时调整氨水的压力；根据集气管氨水使

用情况改用高压氨水泵，保证集气管温度。 

5.3 为了保证焦炉纵向收缩的均匀性，及时调节纵拉条弹簧组吨位。      

5.4 在降温期间，保证氮气正常供应。 

6、注意事项 

6.1 统一指挥，做到人尽其职。 

6.2 强化安全和技术管理，尤其是煤气、液化气切换的安全操作尤为重要。 

6.3 焦炉停产保温铁件管理工作和温度调节管理工作特别重要，必须按规程细致、严谨、科学的进行

操作，在操作过程中切实做好安全防护措施。 

6.4 准确及时记录各种数据，做到有记录、有审核，并统一妥善保管。 

6.5 停炉后设备的维护和保养、管理另行制定措施，努力做到开工时设备的基本完好。 

6.6 车间要认真学习保温方案，对所有控制点做出进一步详细计划，责任到人，严格按标准执行。 

6.7 车间实施过程中如有不明之处，及时向领导组汇报，不得敷衍了事，任意妄为。 

三、焦炉开工复产 

所有环保治理已经满足开工要求，相关检、维修工作已经基本结束，根据开工复产实施方案要

求，顺利有序完成了炼焦系统开工复产，转入正常生产运行。 

（一）、复产前工作 

1、设备维修组工作 

1.1、将焦炉上升管铁制盲板全部更换为石棉盲板。 

1.2、对焦炉二层操作平台机、焦侧蓄顶处挡板进行安装。 

1.3、对焦炉集气道 U 型管处盲板进行拆除，更换密封垫。 

1.4、完成焦炉各车辆维护调试。 

1.5、完成焦炉各车辆除尘环保设备设施。 

1.6、完成地面站及脱硫设施。 

2、炉体维修组工作 

2.1、炉顶拉条沟填料密封用材料准备齐全，包括硅藻土料、隔热粉、粘土骨料、高温水泥及盖板砖

等。 

2.2、炉体热工修补材料准备齐全，包括粘土火泥、普通水泥、沥青、石棉绳、玻璃水等。 

3、生产与工艺 

3.1、完成焦炉岗位操作人员配置。 

3.2、制定焦炉装煤计划表,按“5--2”串序编制生产循环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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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焦炉炉温根据计划开始提升，标准温度执行 1100℃。 

3.4、提前完成对地面除尘站的调试作业。装煤、出焦仓各打开一个翻板，开启装煤风机，反复进行

预喷涂操作，达到除尘布袋表面吸附颗粒物的目的。 

3.5、检查焦炉高、低压氨水阀开关状态。高压阀保持关闭，低压阀保持常开状态。 

（二）、复产期间工作 

1、工艺管理要求 

1.1、焦炉转煤气内加热后，地下室大、小孔板方可进行更换调整。焦炉使用外部天然气加热期间不

得调整。 

1.2、地下室孔板更换调整后，测量装煤炭化室两侧燃烧室温度，并调节温度保持均匀。 

1.3、排查装煤炭化室两侧燃烧室火道串漏情况，报热修组治理。 

1.4、根据生产负荷增加情况，逐步提升焦炉温度。 

1.5、焦炉工艺调整过程严格控制各项烟气指标合格。 

2、集气管置换操作 

2.1 焦炉上升管水封全部恢复供水，巡查各水封水位及时调整。 

2.2、通知产车间开启高、低压氨水泵，集气道低压氨水循环恢复使用。 

2.3、焦炉荒煤气负压管道自产车间始端通入氮气，末端放散管放散置换，压力保持 100 帕。 

2.4、自焦炉各集气分管末端清扫孔内取样做气体全分析，数据合格后，关闭末端放散阀，集气道氮

气保压，等待装煤作业。 

3、焦炉装煤作业 

3.1、生产班组根据装煤计划表执行装煤作业。 

3.2、生产班组负责捅掉装煤炉号上升管处石棉盲板。 

4、焦炉转内部加热前准备工作 

4.1、自化产车间回炉煤气管道始端通入氮气，分别打开回炉煤气管廊架放散阀进行放散置换作业，

管道压力保持 20Pa 左右。 

4.2、待化产车间煤气通入管线后，分别在焦炉中间台安装盲板前段取样做煤气爆发试验，三次试验

均合格后待拆除管道盲板作业。 

4.3、焦炉停止加热。关闭焦炉全部加减旋塞、交换旋塞及分、总烟道闸板，关闭天然气送气管道总

阀。 

4.4、分别打开焦炉氮气阀，回炉煤气焦炉段通入氮气吹扫置换，打开回炉煤气末端放散阀及天然气

总阀前端放空阀。管道置换不低于 5 分钟，关闭天然气总阀前端放空阀。 

4.5 同时进行盲板拆除和铅板更换作业。包括焦炉二层间台煤气管道上部盲板拆除作业，焦炉地下室

煤气管道末端封堵铅板更换作业。管道压力始终保持 20 帕左右，不可过大。 

4.6、盲板拆除作业完成后，关闭各回炉煤气管廊架放散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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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关闭各炉二层间台处氮气阀，分别在焦炉二层间台外接天然气闸阀处安装盲板封堵。 

5、焦炉转内部加热操作 

5.1、在焦炉煤气管道末端取样做煤气爆发试验，连续三次均合格后方可恢复加热处理。 

5.2、提升焦炉分、总烟道吸力，指令测向人员打开交换旋塞，调火人员负责开启加减旋塞，加减旋

塞开启过程中，三人操作，先开启阀开度二分之一，后全部打开到位。放散阀逐步关闭，管道压力

保持 1000 帕。 

5.3、炉顶区人员检查燃烧室火道燃烧情况，及时处理不燃烧火道。 

5.4、测量直行温度及全炉温度，控制炉温均匀升高。 

6、铁件调整 

6.1、炉长的测量：位置与生产时一样。测量时间为：原始测量升温前 950℃时测量一次。 

6.2、炉高的测量：测量地点为标准燃烧室的测温火道处。测量时间为：原始测量升温前 950℃时测

量一次。 

6.3、炉幅的测量：测量地点为在炉端台或炉间台的机焦侧找三个固定点，测量固定点与固定燃烧室

的看火眼距离的变化。测量时间为：原始测量升温前测量，950℃时测量一次， 

6.4、垂直度的测量：测量地点为两侧抵抗墙处。测量时间为：原始测量升温前测量，升温过程中每

两天进行一次测量。 

6.5、升温过程中，每两天进行一次上、下部弹簧和纵拉条弹簧的测量及负荷调节。 

6.6、各滑动点的滑动情况应随时观察检查并做好记录。 

7、热修及炉体维护 

7.1、炉顶区纵、横拉条沟填料密封：使用硅藻土料、隔热粉、粘土骨料、高温水泥及盖板砖等进行

填料密封。 

7.2、炉顶区每天检查,发现窜漏及时吹扫灌浆。 

7.3、检查上升管桥管承插口处密封情况，使用沥青、石棉绳、玻璃水等材料密封治烟。 

7.4、检查装煤炭化室号炉墙串漏情况，进行抹补或喷浆治理。 

7.5、根据调火组的指示，对砖煤气道进行喷浆，确保煤气不窜入蓄热室和小烟道。 

7.6、炉肩及保护板上部密封 

①、检查炉头及保护板状态，及时对漏气的部位进行灌浆密封处理。 

②、在该部位灌浆完毕后需重新抹补炉头，并勾缝精整。 

7.7、每天检查炉门、除尘孔座、看火孔座、开闭器导管根部、上升管根部等处是否漏点，并及时喷

浆堵漏。 

7.8、检查蓄热室封墙严密性，及时用石棉绳塞缝并抹补密封。 

四、结论 

1、通过精心组织、科学实施，对炉体进行空炉保温，边火道温度控制在 900℃-950℃，能够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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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限度地保证了炉体安全。 

2、投运过程及投运后经过系统地封闭处理，检查及处理过程中发现炉体损坏轻微。 

3、空炉保温要以保护焦炉砌体和铁件为原则，制定严格的温度制度和压力制度。 

4、由于空炉保温时间较长，没有其它加热气源，为了便于炉温的控制和铁件的管理，将原使用

的焦炉煤气改用天然气进行加热，实践证明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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