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危险废物在线利用处置装置—XA 脱硫废液干法制酸技术

技术依托单位：萍乡市新安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技术发展阶段：推广应用

适用范围：焦化行业脱硫工段产生的脱硫废液和硫泡沫资源

化综合利用

主要技术指标和参数：

一、工艺路线及参数

脱硫装置产生的脱硫废液和硫泡沫，通过泵送入过滤器

中浓缩为浓浆液，产生的废液经蒸发浓缩得到浓缩液。浓浆

液和浓缩液混合均匀后加入克硫剂，搅拌均匀后送到干燥设

备。得到含盐固体（含硫、硫酸盐）粉末。干粉经焚硫炉燃

烧后炉气依次经过余热回收、洗涤净化、两转两吸、尾气处

理等工艺制成工业硫酸。入炉原料含水：≤4.0%；硫烧出率：

100%；净化 SO2收率：≥98.5%；干燥气体含水分：≤0.1 g/Nm
3
；

转化进口 SO2浓度：8.0～8.5%；总转化率：≥99.85%；总吸

收率：≥99.95%。

二、主要技术指标

实现了将脱硫装置产生的脱硫废液和硫泡沫进行无害

化干燥处理制成含盐固体（含硫、硫酸盐）粉末，利用固体

粉末直接焚烧技术、制得 SO2 炉气，然后通过余热回收、洗

涤净化、两转两吸工艺生产硫酸，同时尾气经吸收处理工艺

达标排放。尾气排放指标氮氧化物≤150mg/m
3
，硫酸雾



≤5mg/m
3
，颗粒物≤15mg/m

3
，二氧化硫≤50mg/m

3
。

三、技术特点

在废液中加入自主知识产权产品克硫剂，破解硫泡沫气

泡；采用特殊结构的焚硫炉直接焚烧技术；采用封闭酸洗净

化工艺，无废液外排；采用“3+2”两转两吸制酸工艺，提

高硫的利用率；制酸尾气采用先进的活性炭吸附技术，符合

国家环保排放标准，且无二次污染物产生；固化处理与制酸

工段均可单独运行，生产管理和操作均极为方便，适应性强。

四、技术推广应用情况

2015 年，迁安市九江煤炭储运有限公司 5 万吨/年制酸

项目，正常运行。

2017 年，河北渤海煤焦化有限公司 6 万吨/年制酸项目，

正常运行。

2018 年，唐山市荣义炼焦制气有限公司 1.2 万吨/年制

酸项目，正常运行。

五、实际应用案例

案例名称 唐山市荣义炼焦制气有限公司 1.2 万吨/年制酸项目

业主单位 唐山市荣义炼焦制气有限公司

工程地址 唐山古冶区范各庄乡张庄户村西

工程规模 1.2 万吨/年制酸

项目投运

时间
2018 年 10 月

验收情况 通过验收

工艺流程
脱硫装置产生的脱硫废液和硫泡沫，通过泵送入过滤器

中浓缩为浓浆液，产生的清液（部分）经蒸发浓缩得到



浓缩液。浓浆液和浓缩液充分混合均匀后加入克硫剂，

搅拌均匀后送到干燥设备。得到含盐固体（含硫、硫酸

盐）粉末。干粉经焚硫炉燃烧后炉气依次经过余热回收、

洗涤净化、两转两吸、尾气处理等工艺制成工业硫酸。

主要工艺

运行和控

制参数

1）入炉原料含水：≤4.0%

2）硫烧出率：100%

3）净化 SO2收率：≥98.5%

4）干燥气体含水分：≤0.1 g/Nm3

5）转化进口 SO2浓度：8.0-8.5%

6）总转化率：≥99.85%

7）总吸收率：≥99.95%

关键设备

及设备参

数

1.XA 过滤器：过滤面积 200m2；规格为φ2200×200×

2000；设计压力≤0.3Mpa；使用温度 80℃；过滤管参数：

超高分子聚乙烯 PE管，耐温≤80℃，过滤精度 0.3μm。

2.焚硫炉：立式结构，设有扩大段、独立蓄热室；设计

温度 60℃（外壁）/1350（内壁）℃；设计压力微负压；

炉气停留时间：21s 左右。

污染防治

效果和达

标情况

将脱硫装置产生的脱硫危废进行无害化处理制成含盐固

体（含硫、硫酸盐）粉末，粉末经焚烧技术、制得 SO2 炉

气，然后通过余热回收、洗涤净化、两转两吸工艺生产

硫酸，同时尾气经吸收处理工艺达标排放。尾气排放指

标氮氧化物≤150mg/m3 ，硫酸雾≤5mg/m3 ，颗粒物

≤15mg/m
3
，二氧化硫≤50mg/m

3
。

二次污染

治理情况
无二次污染

投资费用 3596.83 万元（不含土建）

运行费用

原材料 132.45 万元、燃料及动力 377.28 万元、人员工

资 60 万元、设备折旧 164.40 万元、维修管理 61.65 万

元，年运行成本 795.78 万元。

能源、资源

节约和综

合利用情

况

最大限度地利用了硫资源，从源头上消除了脱硫产生的

危废对环境的污染。从根本解决了低品质焦化硫泥难以

资源化利用的技术瓶颈，消除了脱硫危废的二次污染，

而且制得硫酸回用于焦化过程之中，得到在线资源化循



环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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