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铝厂含氟烟气的千法净化回收

冶金部建筑研究院

铝厂电解生产过程中
,

产生大量的含氟

烟气
,

一座年产 万吨铝的铝厂
,

每小时排出

含氟烟气为 百万立方米以上
,

其中含氟化

氢达 一 公斤之多 这些烟气
,

如不加治

理
,

任意排放
,

不仅浪费资源
,

而且严重污染

大气
,

危害农牧业生产和人体健康 所以随

着铝工业的迅速发展
,

治理铝厂含氟烟气
,

是

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铝厂烟气的净化处理
,

过去用过湿法系

统 为适应我国铝工业飞速发展的形势
,

克

服湿法工艺复杂及水的二次污染等问题
,

在

净化技术方面创新路
,

我们于 年开始进

行了干法净化的小型试验川 年上半年
,

由抚顺铝厂
、

沈阳铝镁设计院
、

贵阳铝镁设

计院
、

冶金部建筑研究院
,

组成
“

三结合
”

试验

组
,

在抚顺铝厂大型预焙 电解槽上进一步完

成了半工业性试验

一
、

干法吸附净化原理

铝厂含氟烟气的干法净化
,

是用氧化铝

作吸附剂
,

吸附氟化氢气体来完成的净化过

程 净化中选择铝生产本身的原料一氧化铝

作吸附剂
,

把生产和烟气净化结合在一起考

虑
,

是本方法的重要特点

氧化铝吸附氟化氢
,

是由它们的性质和

吸附规律决定的

一 氧化 铝和氛化氮的性质

工业氧化铝是颗粒较细而本身不导电的

白色粉末
,

它具有两性化合物的特性 根据

晶格构造不同
,

分成 丫型
、

型等 丫 型氧化

铝
,

微孔多
,

比表面积大
,

具有吸附剂的特性

我国生产的氧化铝中
,
丫型氧化铝 占总成分

的 一”界
,

其物理性质列于表

氟化氢是一种无色
、

具有刺激性臭味的

气体
,

沸点为 ℃
,

比重为
,

化学性

表 氧化铝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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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孔容积的孔径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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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页 组
,

仅用 台磁选机 电机容

量共 酥
,

每天就可选出品位知务左右的铁

精矿 吨
,

一年 斗 吨
,

可炼生铁 吨

全省估计可选得 万吨
,

炼生铁 , 万吨

磁选的铁精矿
,

主要为四氧化三铁
,

其

中还有少量的固定炭
,

烧结时比一般矿好烧

团球直径可稍大于 一 毫米的要求
,

即使

混有 毫米左右的球
,

也能烧好
,

并冶炼出

合格的铸造生铁

今后
,

准备作进一步的试验研究
,

以尽

可能地提高铁精矿的品位和产率
,

提高高炉

利用系数
,

降低焦比
,

还要进一步摸索团球规

律 在设计磁选车间时
,

对精矿粉的脱水问

题
,

应采取有效措施



质活泼
,

能与其他化合物产生化学反应
,

毒性

极大 氟化氢的分子半

径见图 叭

二 氧化 铝 甘 氛

化氮的吸附

氧化铝
、

氟化氢的

性质和吸附规律
,

决定

了氟化氢很容易被氧化

铝所吸附 从物理化学

的观点看
,

这种吸附过

程包括下述步骤

图 氟化氢分子半径

—
氟的范德华半径
二 入

‘

核间距 二

入

一
氢的范德华半径

人

右 计算结果与氧化铝对氟化氢的朗格谬吸

附等温线  如图 比较可以看出
,

单分子层

的吸附量与等温线拐点表示的吸附 量 相 近

可见
,

氧化铝对氟化氢的吸附机理
,

主要是化

学吸附
,

同时伴随有物理吸附 产生化学吸

附的作 用力是化学键力
,

而产生物理吸附的

作用力是范德华力

…
,一,‘吸几甘

八次叫撼如苍毕屏攀

氟化氢在气相中不断扩散

烟气中的氟化氢分子通过氧化铝表面

气膜
,

达氧化铝表面

氟化氢受氧化铝表面原子剩余价力的

作用而被吸附

被吸附的氟化氢与氧化铝发生 反 应
,

生成表面化合物
,

反应式  如下
,

二

二二二二二二二
,

, ,

二

从图 知道
,

一个氟化氢分 子的范德华

直径为 入 长轴, 横截面积为
一”

米丫分子
,

由此可计算复盖在氧化铝 表面 上

的氟化氢量
,

例如
,

比表面积为 米 克的氧

化铝
,

单分子层吸附的氟化氢量 为 多 左

万万
一一

  工

氟化氢分压
一 一

 

图 氧化铝对氟化氢的吸附等温线山

三 烟 气净化

铝厂含氟烟气
,

属于混合气体
,

其成分和

沸点列于表 由吸附规律知道
,

气体的沸点

愈高
,

分子间的引力愈大
,

愈容易被吸附 如

表 所列
,

氟化氢的沸点
,

在铝电解烟气组分

中最高
,

是首先被氧化铝吸附的组分 而其

他组分
,

沸点较低
,

不易被吸附 这样通过一

定的工艺设备
,

就可以达到净化铝电解烟气

中氟化氢气体的目的

表 铝电解烟气成分和沸点

名名 称称
。。 二二

沸沸 点 ℃℃ 一
。

一
。

一
。

一    一 一 一
。

一
。

二
、

净化回收流程

净化铝厂含氟烟气
,

是通过一定的工艺

流程和设备实现的 通常
,

吸附是用吸附器

完成的 吸附器有固定床
、

沸腾床
、

流动床等

形式 由于铝厂的烟气量大
,

如果用吸附器
,

则设备大
,

数量多
,

在操作和维护方面都会带

来许多困难 通过试验摸索
,

利用吸附反应

管代替吸附器
,

取得了同样好的净化效 果

在试验室试验的基础上
,

设计了半工业性试

验系统 其特点是 流程设备简单
,

系统阻

力较低
,

易于维护管理

半工业性试验是在大型预焙铝电解槽上

进行的 电解槽设计电流强度为
,

安

培
,

排烟量为
,

一  
,

标 米 吨铝
,

排烟温度 一 ℃ 半工业性试验流程如图

所示 铝电解槽 的烟气用集气罩 捕

集
,

经排烟管 引入吸附反应管
,

同时向反



应管中加入氧化铝
,

使气固两相混合接触 氧

化铝是从料仓 经带有控制闸阀的加料管

连续喂入的

氟的饱和情况如图 所示 在未饱和前
,

氧

化铝对氟化氢的吸附效率在 呢 以上 当

吸附达到一定量时
,

吸附效率迅速下降
,

这时

认为可达到
“

饱和吸附
”

这与湿法净化相

比
,

有明显优点

八了。,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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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干法净化工艺流程示意图

铝电解槽 集气罩 吸附反应管

旋风分离器 料仓 加料管

布袋过滤器飞 漏斗阀 烟气管道 拍

排烟风机二 回料管

烟气在喉管处流速为 米 秒
,

反应管

内氧化铝呈悬浮状态
,

高度分散于烟气流中
,

烟气流速 为 米 秒
,

气固接触时间约 秒
,

然后进入旋风分离器
,

进行第一次分离
,

分

离下来的含氟氧化铝进人料仓 弓
,

经下 料管

实现再循环
,

亦可排出送电解槽生产用

旋风分离器排出的含尘烟气经布袋过滤

器 进行第二次分离
,

烟气由引风机 排入

大气 布袋过滤器下来的氧化铝
,

同样可以

加人料仓参与再循环

八八 广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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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铝含氟量

图 斗 饱和吸附效率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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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净化试验结果

一
“

饱和吸附
”

试验

这里的
“

饱和吸附
”

概念
,

是指试验条件

下
,

在吸附效率显著下降时
,

氧化铝对氟化氢

的吸附 根据传质过程相似理论
,

单位面积

上被传递的组分量为

口
·

△
·

此

式中
—

单位面积上物质传递量
,

口

—
传递系数

,

△‘

—
传质推动力 浓度差或分压

差
,

—
时间

从 式可以看出
,

传质速度除了取决干

传质系数 夕外
,

还取决于传质推动力 在氟

化氢浓度不变的情况下
,

一定量的氧化铝吸

饱和吸附量与氧化铝的物理化学性质有

关 氧化铝的比表面积愈大
,

对氟化氢的饱

和吸附量也大 图 斗饱和吸附曲线是用国产

工业氧化铝做的
,

这说明国产工业氧化铝可

以满足净化氟化氢烟气的要求

二 影响 净化效果 的因素

固气比 欲达到较高的净化效率
,

对不

同初始浓度的含氟烟气
,

选取不同的固气比

即净化 立方米烟气需要加入的氧化铝量

进行了试验
,

结果见表 以保持 一 的

净化效率为例
,

氟化氢浓度与固气比为直线

关系如图 所示 一定浓度的含氟烟气应选

用相应的固气比
,

浓度愈高
,

固气比愈大
,

这

样就能达到预期的净化效果

吸附时间 确定烟气与氧化铝混合接触

工

氟化氢浓度 毫克 米
“

图 , 氟化氢浓度与固气比关系



表 3 不同浓魔的净化试验

一 下 坛花玄蔽度 一

序号
固 气比

(克/米
3
) 净 化 前

(毫克/米
3
)

净 化 后
(毫克/米

3
)

净化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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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

是吸附的一个重要问题
.
在小型试验

中
,

把吸附管道延长到 10 米
,

管内流速大于

13 米/秒
,

吸附时间为 。
.
8秒

,

收到了较好的净

化效果
.
在半工业性试验中

,

吸附反应管高

为 5 米
,

烟气流速为 7 米/秒
,

吸附时间也是

0
.
8秒

,

这说明吸附过程在不足 1 秒钟内就能

完成
.

氧化铝性质
:
氧化铝的物理化学性质

,

对吸附量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
试验结果是

:

用比表面积为 30 米
2
/克氧化 铝

,

吸 氟量 为

1
.
15多 (重量比 )

,

用比表面积为 20 米
2
/克氧

化铝吸附量仅为 0
.
84 务

,

这些数值和理论计

算的单分子层吸附数值相一致
.

氧化铝性质对吸附量有影响
,

但在未饱

和之前
,

对吸附效率没有影响
,

尽管氧化铝不

同
,

都可以得到同样高的净化效率
.

(三) 净化效率

半工业性试验中
,

在烟气含氟浓度波动

不大的情况下
,

做了由低到高几种不同的固

气比试验
,

将结果分成五组
.
固气比低于 16

克/标米
” ,

相当于电解生产用的全部 氧 化 侣

一次通过净化系统
,

不需要循环的情况
,

固气

比为 16一32
、

3 2 一45
、

4 8一64 分别相当于氧

化铝在净化系统中循环二次
、

三次
、

四次的情

况
,

固气比大于 64 克/标米
3
相当于氧化铝在

系统更多次循环的情况
.

从表 4 可以看 出
,

尽管烟气中初始含氟

浓度很低
,

用干法净化系统仍能达到较好的

净化效果
,

即对氟化氢的净化效率大于 95 多
,

对固态氟的净化效率大于 85 外
,

全氟净化效

率大于 90 务
.
由于烟气中固态氟化物的直径

多在 2 微米以下
,

不易用布袋过滤器完全过

滤下来
,

也不能被氧化铝吸收
,

所以对固氟的

净化效率没有气态氟那么高
.

固气比试验曾证明
,

氟化氢浓度与固气

比成线性关系
.
半工业性试验中由于气氟很

低 (低于 20 毫克/标米
”

) 需要的固气比也很

低
,

所以试验不同的固气比而净化效率几乎

没有变化
.
这说明在氧化铝足够吸附氟化氢

时
,

就没有必要加大固气比了
.

(四) 排放问题

氧化铝损耗问题
:
净化系统排出粉尘量

应尽量减少
,

降低氧化铝的排放损耗
.
影响

损耗的主要因素是系统过滤设备的分离过滤

效率
,

其中布袋过滤器的效率起决定性的作

用
.
当然

,

固气比过高也有影响
,

但不是主要

的
.
氧化铝物料在系统中变化情况及氧化铝

排放损耗见表 5
.

电解槽排烟中含尘量平均 为 8
.
7 , 公斤/

吨铝
,

经干法净化系统最终排出的尘量是随

固气比加大而增高
.
当固气比小于 16 克/标

米
,

时
,

系统排出尘量比电解槽排烟中尘量少

3
.
05 公斤/吨铝

,

这说明干法净化系统不但没

321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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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不同固气比的净化效果

固固气比比 初始浓度 (毫克/标米
3
))) 排出浓度 (毫克/标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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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级化铝物料在系统中变化情况及级化铝排放损耗

固固气比比 旋风分离效率率 布袋过滤器效率率 总 效 率率 排出 口浓度度 烟罩 出口含尘量量 系统出口含尘量量 氧化铝损耗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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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氧化铝损耗
,

还回收了排烟中的氧化铝
.
如

果实际工程采用固气比 为 32 一48 克/标 米
3,

按氧化铝在系统中循环三次计算
,

年产 6 万

吨铝厂
,

氧 化 铝 损耗 为 33 吨
,

占原 料的

0
·

0 2 8

%

.

( 五) 系统阻 力和动 力消耗

半工业性试验系统在 风量为 , 0 0 0 标米
3
/

时的情况下
,

经多次测定
,

总阻力平均为 26 0

毫米水柱
,

其中
:
反应管为 20 毫米水柱

,

旋

风分离器为 100 毫米水柱
,

布袋过滤器为 90

毫米水柱
,

管道部分为 20 毫米水柱
,

反应管

前(包括集气罩 )负压为 30 毫米水柱
.
试验

系统动力消耗每小时为 , 冠
,

按吨铝烟气量

计算
,

消耗动力为 125 砒/吨铝
.

表 6 载氟氧化铝加热后的报含t (%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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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载氟氧化铝的解吸问题

吸附或解吸都是吸附剂和吸附质之间的

一种物理化学过程
,

是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
,

它构成吸附反应的正逆两个过程
.
工业上的

吸附操作
,

多数希望能够解吸
,

实现吸附剂的

循环使用
.
与此相反

,

用氧化铝吸附氟化氢
,

不希望产生或少产生解吸
,

以使氟直接返回

电解生产
,

实现氟的综合利用
.
解吸试验包

括
: 载氟氧化铝在马福炉中焙烧

,

测定其氟

含量;载氟氧化铝在电解槽
_
卜加热

,

测定其氟

含量 :用 x 光衍射仪测定生成物结晶情况
.

(一) 在马福 炉中焙烧试验 将 不 同 温

度下吸附的载氟氧化铝样品
,

放在处理过的

铁钳塌中升温焙烧
.
从常温逐渐升至100 ℃

、

2 0 0 ℃
、

4 0 0
oC

、

6 0 0
oc

、

8 0 0 ℃
、

9 0 0 ℃ 六个温

度
,

在每个温度下焙烧两小时后并取样
,

进行

含氟量分析
.
结果见表 6.

在各种温度下焙烧的结果说明
: 加热在

100 ℃ 以上
,

物理吸附部分的氟化氢开始 逸

出;当继续加热到 40 0℃ 以上时
,

氧化铝中氟

含量急剧下降;温度再升高时下降缓慢
.
这

一现象与工业氟化铝相同
.
工业氟化 铝在

40 0℃时遇到水蒸汽分解成氟化氢和氧化铝
、

在600 ℃ 以
_
h升华

.

(二) 在电解槽上加热试验 为 了使 试

验更近似电解工艺的实际情况
,

用饱和吸附

的氧化铝做了解吸试验
,

试验分为两种情况
:

(l) 把载氟氧化铝同生产用的氧化铝一 起加

在 电解槽上
,

电解槽上的氧化铝层的温度梯

度为 150 一”o℃
,

待一个加工周期(4 小时 )

后取样分析 ; ( 2) 把载氟氧化铝装在铝容 器

内置于电解槽上
,

待一个加工周期
,

取样分

析
.
样品分析结果是

: 原饱和吸附载氟氧化

铝含氟量为 2
.
26 界

,

在电解槽放一个加工周

期
,

解吸后氧化铝含氟量为 2
.
从 多;在铝容器

内氧化铝解吸后含氟量为 1
.
94 界

.
放在容器

内的较放在槽面上的解吸的多
,

这表明后者

除解吸外
,

可能同时伴有吸附过程
。

解吸试

验是用饱和吸附的氧化铝做的
,

将来生产使

用的是不饱和吸附的氧化铝
,

实际解决吸量

比现在的要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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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化条件
,

并能作进一步放大
.
对不同规模

丙烯猜生产污水处理装置
,

可因地制宜地选

取最适宜的水解反应条件与生化相衔接
.

(二) 影响水解的因素有 pH
、

反应温度

和 cN 一 的起始浓度等
.
其中 pH 是主要因

素
,

远较其它因素为显著
.
当试验温度在 161

一181 ℃ (压力 6一10 公斤/厘米
,

) 条件下
,

p
H

对除 c N
一
效果的影响

,

远较温度为显著
,

要

求水解 出水满足生化要求
,

p
H 不能小于 9一

9
.
5
.
C N 一 的起始浓度在 41 一1920 毫克/升

范围内对水解影响较小
.

温度 (压力)的变化对有机腊的 影 响 较

小
.pH 变化对有机胯

,

特别是乙晴的处理效

果有显著的影响
.
当 pH 一 12

.
5 以上时

,

乙

睛的水解率可达 99 % 以上
.

(三) 采用高桥化工厂萃取解吸 塔釜 液

为原料
,

在反应温度 173 ℃
,

p
H 为 9. 0一9. 5

,

反应时间 45 一60 分钟的水解条件下
,

控制生

化进水 C O D 小于 800 毫克/升
,

可使生化出水

水质低于工业废水排放标准
.
其中

,

总氰 0
.
04

一0
.
2 毫克/升

,

丙烯倩
、

乙脐可低于地面水卫

生标准
.
e o D < 1000 毫克/升

,

B o D
<

6 0

毫克/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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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用 X 光衍射检验 为进一 步 了 解

氧化铝吸附氟化氢后的生成物
,

将载氟氧化

铝用 x 光衍射仪进行照相
,

照片中没有发现

氟化铝晶格谱线
,

这说明氧化铝与氟化氢的

反应属于表面作用
,

这时还没有形成定型结

晶
.
当把载氟氧化铝加热至 30 0℃ 以上时

,

再用 x 光衍射仪分析
,

发现有氟化铝谱线
,

说

明在高温条件下已转化为氟化铝结晶
.
这就

给返回电解生产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

五
、

结 语

以铝电解生产的原料
—

氧化铝作吸附

剂
,

用干法净化预焙 电解槽烟气
,

工艺简单
,

净化效率高
,

还可以回收氟再用于生产
,

实现

了有害物质的闭路循环
.
同时

,

干法不存在

湿法中废水二次污染
、

设备腐蚀
、

废渣排放
、

北方地区净化系统防冻等问题
,

是铝厂烟气

治理的一个新途径
。

我国生产的工业氧化铝
,

比表面积大
,

孔

隙率高
,

具备一般吸附剂的特征
,

可以用于

吸附氟化氢
.
吸附过程在一秒以内的瞬间完

成
.

本试验的铝厂含氟烟气净化系统
,

仅用

一反应管
,

不需要一般吸附操作的特殊反应

装置
,

具有设备简单
,

动力消耗低和便于维护

管理等优点
.
本系统吸附工艺的关键是添加

氧化铝
,

应使氧化铝和烟气混合均匀
.
净化

后的排尘量和排氟量均能达到国家
“

三废
”

排

放标准的要求
.

氧化铝吸附氟化氢气体的机理
,

主要是

化学吸附
.
吸附反应属于表面作用

,

所生成

的表面化合物一一氟化铝
,

在温度 达 300 ℃

以上时
,

可形成氟化铝结晶
.
解吸情况与工

业氟化铝相同
.
因此

,

载氟氧化铝不用处理

即可直接用于铝电解生产
,

其吸附的氟可代

替部分电解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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