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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烧结管控一体化平台评价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智慧烧结管控一体化平台的术语和定义、平台功能、评价要求、评价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智慧烧结管控一体化平台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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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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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B/T 421  铁烧结矿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智慧烧结管控一体化平台  wisdom sintering process control system 

通过实时数据采集及模型的分析与计算，实现烧结工序的返矿平衡控制、配料精确控制、混合料

水分控制、混合料槽料位控制、烧结横向均匀控制、烧结过程状态控制、水碳风整体优化控制、质量

跟踪控制等全流程管控，提升烧结生产技术水平及产品质量的平台。 

4 平台功能 

智慧烧结管控一体化平台（WSPCS）如图 1 所示，可实现实时在线监测、报警联动、指挥调度、

预案管理、过程控制、安全防范、统计报表等功能。其中，过程控制功能为 WSPCS 的主体功能，主

要包括返矿平衡控制、配料精确控制、混合料水分控制、混合料槽料位控制、烧结横向均匀控制、烧

结过程状态控制、水碳风整体优化控制、质量跟踪控制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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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WSPCS 主体功能示意图 

5 评价要求 

5.1 基本要求 

5.1.1  钢铁企业建设 WSPCS 的烧结机设备应符合国家和地方相关产业政策要求。 

5.1.2  WSPCS 应同时满足可靠性、实时性和安全性要求。 

5.1.3  WSPCS 应相对独立，不应对现有烧结生产控制系统造成干扰。 

5.1.4  WSPCS 投入使用并稳定运行后，烧结生产主要技术指标和产品质量应有明显改善。 

5.1.5  钢铁企业建设 WSPCS 的烧结机设备宜具备专门的原料场，原料宜分类堆存。 

5.2 评价指标要求 

5.2.1 评价指标体系由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组成，一级指标包括功能指标、资源能耗消耗指标和烧结

矿产品指标。 

5.2.2 WSPCS 评价指标要求及判定依据应符合表 1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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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WSPCS 评价指标要求及判定依据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价要求 判定依据 

功能指标 

全部功能 

具备实时在线监测、报警联动、指挥调

度、预案管理、过程控制、安全防范、统

计报表功能 

具备全部功能视

为合格 

主体功能 

应包括返矿平衡控制、配料精确控制、混

合料水分控制、混合料槽料位控制、烧结

横向均匀控制、烧结过程状态控制、水碳

风整体优化控制、质量跟踪控制等功能 

具备全部主体功

能视为合格 

资源能源 

消耗指标 

单位水耗 
在现有单位新水消耗的基础上，下降

（5~10）% 

依据 A.1 计算并

提交证明文件 

单位电耗 
在现有单位电耗的基础上， 

下降（0.3~0.5）% 

依据 A.2 计算并

提交证明文件 

单位煤气消耗 
在现有单位煤气消耗的基础上， 

下降（5~10）% 

依据 A.3 或 A.4

计算并提交证明

文件 

固体燃料消耗 
在现有固体燃料消耗的基础上，下降

（3~5）% 

依据 A.5 计算并

提交证明文件 

烧结矿 

产品指标 

产量指标 在现有成品率的基础上，升高（1~2）% 
依据 A.6 计算并

提交证明文件 

质量指标* 

全铁稳定率（TFe±0.4）升高（1~2）% 

产品质量指标值

及检测方法按照

YB/T 421 规定执

行，并提供用户

使用报告 

碱度稳定率（R±0.05）升高（2~3）% 

氧化亚铁稳定率（FeO±0.5）升高

（2~3）% 

转鼓指数（+6.3mm）升高（1~2）% 

低温还原粉化指标（RDI）（+3.15mm） 

升高（1~2）% 

粒度均匀性变好 

*注：烧结矿质量指标应在甲、乙双方约定的第三方监督下，以行业对各指标取制样及化检

验标准，对烧结矿有关指标进行连续 15 天的检验和评判分析，以此作为烧结矿质量指标的

基准指标 

 

6 评价方法 

6.1  本文件采用指标符合性评价方法。WSPCS 应同时满足 5.1.1~5.1.4 条的基本要求和评价指标要求。 

6.2  烧结生产过程的单位水耗、单位电耗、单位煤气消耗、固体燃料消耗和成品率指标计算方法见附

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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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指标计算方法 

 

A.1  单位水耗 

烧结生产过程产生的单位水耗按式（A.1）计算： 

𝑊𝑚 =
𝑊

𝑀
……………………………  (A.1) 

式中： 

Wm — 生产1t成品烧结矿所需用水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吨（m3/t） ； 

W — 统计期内，烧结生产过程所消耗的用水总量（包含外供废水），单位为立方米（m3） ； 

M — 统计期内，成品烧结矿产量，单位为吨（t）； 

A.2  单位电耗 

烧结生产过程产生的单位电耗按式（A.2）计算： 

𝐸𝑚 =
𝐸

𝑀
……………………………  (A.2) 

式中： 

Em — 生产1t成品烧结矿所需用电量，单位为千瓦时每吨（kWh/t） ； 

E — 统计期内，烧结生产过程用电总量，单位为千瓦时（kWh） ； 

M — 统计期内，成品烧结矿产量，单位为吨（t）； 

注：用电总量统计时一般要考虑含不含脱硫、脱硝和余热发电回冲。 

A.3  单位煤气消耗 

烧结生产过程产生的单位煤气消耗按式（A.3）或（A.4）计算： 

𝐺𝑚 =
𝐺

𝑀
……………………………  (A.3) 

式中： 

Gm — 生产1t成品烧结矿所消耗的煤气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吨（Nm3/t）； 

G — 统计期内，烧结生产过程消耗煤气总量，单位为立方米（Nm3） ； 

M — 统计期内，成品烧结矿产量，单位为吨（t）； 

𝑄𝑚 =
𝑄

𝑀
…………………………  (A.4) 

式中： 

Qm — 生产1t成品烧结矿所消耗的煤气热值，单位为兆焦每吨（MJ/t）； 

Q — 统计期内，烧结生产过程消耗煤气总热值，单位为兆焦（MJ）； 

M — 统计期内，成品烧结矿产量，单位为吨（t）； 

A.4  固体燃料消耗 

烧结生产过程产生的固体燃料消耗按式（A.5）计算： 

𝑆𝑚 =
𝑆

𝑀
……………………………  (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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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Sm — 生产1t成品烧结矿所消耗的固体燃料量，单位为千克每吨（kg/t） ； 

S — 统计期内，烧结生产过程固体燃料消耗总量（折干基并注明焦粉或煤粉），单位为千克

（kg） ； 

M — 统计期内，成品烧结矿产量，单位为吨（t）； 

A.5  成品率 

烧结矿成品率按式（A.6）计算： 

𝑃 =
𝑀

𝑀𝑚𝑖𝑥
× 100%……………………………  (A.6) 

式中： 

P— 干烧结料(其中包括返矿)的成品烧结矿产出率，%； 

M — 统计期内，成品烧结矿产量，单位为吨（t） ； 

Mmix — 统计期内，烧结矿混合料（干基）量，单位为吨（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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