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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炉铁水包加盖保温技术要求》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一罐到底”工艺是钢铁工艺流程向简约化、高集中度、短流

程化的重要新技术，具有投资低、节约能源、提高效益、减少环

境污染等优势。具有投资少、低耗、环保的铁水倒运模式，越来

越多的钢铁企业采用“一罐到底”工艺。但国内大多数采用“一罐

到底”工艺的钢铁企业一般都采用敞口的铁水包盛装铁水，将铁

水包放置在铁包车上通过内燃机车由高炉运输至炼钢作业区。目

前国内钢铁企业中高炉离炼钢作业区都比较远，通常可达几千米，

且该段路程铁水包因其大部分时间是在露天场所运行，其铁水包

通过顶部敞开口辐射到空中的热损失更大；运输和等待时间长，

再加上铁水包敞口，铁水直接与空气接触，铁水及铁水包与空气

温差大，不断发生热交换，大量的热量散发，特别是兑完铁水的

空包散热面积大，增加能耗和影响铁包衬的寿命，增加了生产成

本，且运输高温的铁水安全性也较差，上述情况在雨雪天气时更

恶劣。 

铁水包加盖保温系统是实现超低排放和节能降耗一项重要

举措。铁水包通过加盖既能减少铁水运输过程中的热能散失，提

高铁水利用率，又能杜绝铁水在运输过程中的烟尘排放，减少环

境污染，改善作业环境，同时还能延长铁水包使用寿命，降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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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成本。是一项投资省、节能降耗显著、企业经济效益可观的新

型实用技术。 

二、制定标准的目的和意义 

该技术成熟、先进、可靠，目前已有部分钢铁企业的炼铁厂应

用，但行业内尚高炉铁水包加盖保温技术要求的标准，不利于该技

术产品的推广使用和余热的合理化充分利用。本标准制定的意义在

于推广先进高炉铁水包加盖保温技术、规范铁水包加盖保温的升级

改造，加强高效回收余热，符合装备制造业标准化及质量提升规划

鼓励创新活跃、市场化程度高的技术产品制定团体标准的要求。具

有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环境效益，属国家鼓励类资源综合利用项

目，需大力提倡该技术产品的推广应用。 

三、主要工作过程 

（一）预研阶段。  

由南通市煌埔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等单位

相关人员组成的《高炉铁水包加盖保温技术要求》标准编写小组，

明确了各自的责任和任务，并开展工作。在《高炉铁水包加盖保温

技术要求》标准制定过程中，编写小组认真查阅有关资料和收集相

关数据信息，结合国内高炉铁水包加盖保温情况，国内外炼铁厂对

高炉铁水包加盖保温的技术要求，以及铁水包加盖保温相关产品标

准等进行本团体标准的编制。 

（二）标准立项阶段 

2020 年 2 月除中国特钢企业协会团体标准化工作委员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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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简称“特钢协团标委”）秘书处给 18 位委员发出团体标准立项函

审单，截止 2020 年 3 月 18 日，没有收到委员不赞成的表决态度。

已通过中国特钢企业协会团体标准化工作委员会2020年第三批团体

标准立项。 

（ 三）启动阶段。 

2020 年 6 月 29 日， 由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协调组织召开

了标准编制启动会，并成立了由南通市煌埔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为组

长单位的标准编制工作组。会议明确了标准的适用范围、标准主要

框架内容，以及标准编制的时间节点、任务分工及工作方案等。 

（四）标准初稿编制阶段。 

2020 年 7～8 月结合前期调研工作，工作组进行了标准初稿的

编制，并在工作组内进行了多次讨论和交换意见，并根据生产和用

户的要求，对高炉铁水包加盖保温相关的技术指标和要求进行了修

改和完善。 

（五）标准征求意见 

2020 年 9 月，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在标准初稿的基础上，

结合相关专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进行修改完善，形成标准征求意见

稿。 

四、标准编制原则 

一是满足用户使用需要的原则。力争达到“科学、合理、先进、

实用”。 二是实践标准供给侧改革的原则。争取实现团体标准的“先

进性”和“实用性”的要求，满足团体标准快速响应市场需求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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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努力创新的原则。在与国家标准体系协调一致的基础上，在标

准结构和主要技术指标等方面进行创新。 

五、主要技术内容 

（一）标准编写格式 

本标准按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

和编写规则》的要求进行编写 

（二）关于适用范围 

本标准在范围界定方面，本标准适用于额定载重量不大于 630t

的低速轨道自行式冶金用铁水包加盖保温。 

（三）术语和定义 

给出铁包加盖保温和铁包盖的定义。 

（四）工作原理 

铁水包在运输过程中，铁包盖始终盖在铁包上，减少了铁包及

铁水的对流散热、辐射散热及传导散热，达到保温的目的。通过使

用设计合理、运作方便的加取盖机构，在指定工位点进行加盖及开

盖，延长保温时间。 

（五） 工艺流程 

  铁包加盖保温技术工艺流程见图 1。 



6 

 
 

 

图 1 高炉铁包加盖保温技术工艺流程 

6  铁包加盖保温的设备配置 

6.1 铁包盖 

6.1.1 铁包盖本体宜用耐高温高强度钢及耐热不锈钢材料。 

6.1.2 铁包盖耐火衬可由耐火纤维模块或轻质浇注料预制件+纤维

模块等组成。 

铁包盖宜用耐火保温性能好的耐火材料进行保温。推荐使用的

耐火浇筑料的理化性能指标见表 1，推荐使用的耐火纤维模块的理化

性能指标见表 2。所用的耐火保温材料的理化性能指标不得低于表 1

和表 2。 

表 1 铁包盖用耐火浇筑料预制件的理化指标 

名称 

110℃24h 烘后 

耐火度，CN 
耐压强度 

MPA 

体积密度 

g/cm
3
 

导热系数 

W/(m·K) 

包盖浇注料预制件 160 ≥45.0 ≤2.20 ≤0.5 

 

表 2 铁包盖用耐火纤维模块的理化指标 

名称 110℃24h 烘后 



7 

 
 

耐火度，CN 体积密度 导热系数(热面 800℃) 

包盖纤维模块 160 ≤850 kg/m
3
 ≤0.17 W/(m·K) 

6.1.3 铁包盖用耐火材料的检测。 

6.1.3.1 常温耐压强度检验按 GB/T 5072 的规定进行，体积密度检

测按 YB/T 5200 进行。 

6.1.3.2 耐火纤维的导热系数、体积密度检测按 GB/T 17911 进行。 

6.1.3.3 耐火度检测按 GB/T 7322 进行。 

6.2 加取盖机构 

加取盖机构宜用耐高温高强度板材，且其结构具有一定的防碰撞

变形的能力，满足结构在一定变形范围内还能正常使用。铁包加取

盖机构示意图见图 2。 

 

图 2  铁包加取盖机构示意图 

6.3 液压系统 

液压系统部件需选用耐高温型，液压油型号根据炼钢厂地区的

气温进行选型。 

  6.4 机械传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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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械传动系统需选用电机减速机驱动，配置制动器和手动盘车

功能。 

6.4 电气系统 

   电缆线采用耐高温阻燃型；整个系统具有防水、防尘、防震、

耐高温等特点；所有电气防护等级不低于 IP54 等级。 

  采用手工插电方式向加取盖机构供电时，在插头、插座未完全

连接下，控制箱无法送电。 

6.5 应急系统 

加取该机构因故障或断电等原因导致无法正常取盖时，为确保

主体生产，需配备紧急情况时手动打开装置。 

7  保温 

铁包加盖技术主要抑制铁包热状态时的辐射散热与对流换热，

可提高铁钢界面能效。一般情况下，刚倒完铁水的热状态空包加盖，

2 小时，应减少耐材温降 200℃，提高转炉入炉铁水温度 15℃以上。 

8  操作、维护与安全 

8.1 铁包包口处结渣应当控制在设计结渣范围之内，超过时需及

时清渣； 

8.2 铁包盖上耐材如发现脱落，不能进行加盖，需及时对铁包盖

上耐材进行维护，维护完成后才能进行加盖； 

8.3 铁包吊包及坐包时，需防止天车的板钩及铁包撞到开盖状态

下的加取盖设备； 

8.4 在每个工位人工取电时，需先将地面电气系统与车上电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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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连接，再开启总电源，以防止触电. 

8.5 需要制定相应的安全操作、点检、维护、检修、技术和润滑

规程。 

8.6 需要配备专兼职的专业点检、维护检修人员。 

8.7 出铁作业、吊包作业、坐包作业时，铁包盖应处于完全打开

状态，此时禁止操作铁包盖。 

 

六、 与国内其它法律、法规的关系 

制定本标准时依据并引用了国内有关现行有效的标准，也不违

背国内其它行业标准、法律、法规及强制性标准的有关规定。 

七、 标准属性 

本标准属于特钢企业协会团体标准。  

八、 标准水平及预期效果 

该标准的制定对铁水包加盖保温技术生产线中推广先进技术产

品、规范高炉铁水包加盖保温的升级改造，强化高效回收余热，规

范行业生产和贸易秩序，指导生产和自律具有重要意义。对行业生

产有较高的指导价值和应用规范。制定的原则体现了标准的先进性，

科学性。 

九、 贯彻要求及建议 

本标准归口单位为中国特钢企业协会，经过审定报批后，由中华

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并贯彻实施。建议在高炉铁水包加

盖保温设计选型及铁水包加盖保温改造升级相关的生产、贸易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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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单位和部门进行宣贯执行。 

 

 

 

                  《高炉铁水包加盖保温技术要求》标准编写工作组 

                                    2020 年 10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