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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GB/T1.1—2009《标准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的要求进行编写。
本标准代替GB/T17397—1998。
本标准与GB/T17397—1998相比主要修改如下:
———修改了原标准的范围;
———修改了“2引用标准”的内容。把标题修改为“2规范性引用文件”,更新了原标准的规范性引

用文件,并增加了一些新的规范性引用文件;
———把“3定义”修改为“3术语和定义”,删除了“污染指数”的定义,增加了“气力输送”和“安全色”

两个定义;
———把“4基本要求”修改为“4设计”,修改和增加了部分条款内容;
———修改和删除了“5工程技术措施”的部分条款,并增加了一些新的条款;
———修改和删除了“6通风净化系统设置”的部分条款,并增加了一些新的条款;
———修改和增加了“7管理”的部分条款。
本标准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安全生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防尘防毒分技术委员会(SAC/TC288/SC7)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北京科技大学、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矿冶研究总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谢振华、郑保义、孙凯、李云清、阮金良、木拉里、李小平。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T17397—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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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电解生产防尘防毒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铝电解生产防尘防毒的设计要求、技术措施和管理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铝电解厂的设计、铝电解生产的防尘防毒技术措施和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

GB2893 安全色

GB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T11651 个体防护装备选用规范

GB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T18664 呼吸防护用品的选择、使用与维护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气力输送 pneumaticconveyance
利用一定速度的空气使散粒物料在管道中沿着指定路线运动的一种流体管道输送方式。

3.2
安全色 safetycolours
传递安全信息含义的颜色,包括红、蓝、黄、绿四种颜色。
[GB2893—2008,定义3.1]

4 设计

4.1 一般要求

4.1.1 铝电解工程建设项目应配置相应的防尘防毒设施,防尘防毒设施应依据车间自然通风风向、扬

尘和逸散毒物的性质、作业点的位置和数量及作业方式等进行设计,并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
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

4.1.2 优化工艺流程,减少尘毒产生。优先采用国内外先进的生产工艺和设备,提高生产过程密闭化、
机械化和自动化水平。

4.1.3 凡从国外引进成套技术和设备,应同时引进或配套相应的防尘防毒技术和设备。

4.1.4 防尘防毒设施应保证工作场所和环境中污染物浓度应满足国家卫生标准和GB16297的要求。
1

GB/T17397—2012



4.2 厂房设计

4.2.1 选址

4.2.1.1 厂址选择应符合工业布局和城市规划的要求,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

4.2.1.2 厂址选择应避开高产农牧区,不得在居住区、学校、医院和其他人口密集的被保护区域内建

设,且应位于生活饮水源的下游。

4.2.1.3 厂址的自然条件需有利于烟气的扩散,应位于城镇和居住区全年最小频率风向的上风侧,不
应位于窝风地段。

4.2.1.4 不宜在有害气体及烟尘污染严重或土壤及地下水含氟较高的地区建设铝电解厂。

4.2.2 厂区布置

4.2.2.1 厂区应合理布局,科学设置粉状物料的运输距离和中转次数,避免不合理的交叉和往返运输。

4.2.2.2 生产场所内部布置应避免尘毒的交叉污染。

4.2.2.3 生产场所不应对生活场所和饮水源造成污染,生产场所和生活场所之间应按国家相关规定设

置一定的卫生防护距离和绿化防护林带,在卫生防护距离内不得设置居住性的房屋。

4.2.2.4 生产场所宜选在大气污染物本底浓度低和扩散条件好的地段,布置在当地全年最小频率风向

的上风侧;散发有害物和产生有害因素的车间,应位于相邻车间全年最小频率风向的上风侧;厂前区和

生活场所(包括办公室、食堂、浴室、卫生室、托儿所、俱乐部、宿舍及体育场所等)布置在当地全年最小频

率风向的下风侧;将辅助生产场所布置在二者之间。

4.2.2.5 改、扩建工程,在合理利用原有建筑物和构筑物等设施的同时,应合理布局,避免厂区生产车

间的过分拥挤以及有毒、易燃、易爆车间的潜在危害。

4.2.3 厂房建筑

4.2.3.1 厂房结构应符合防尘防毒的要求。内部结构应有利于清除积尘。污染严重的厂房,应留有清

扫机具行走的通道。

4.2.3.2 可用于人员来往的通道(地道、通廊),应有自然通风或机械通风,并不得敷设有毒液体或有毒

气体的管道。

4.2.3.3 电解厂房建筑形式及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宜采用二层楼式建筑,其楼下部分应设有通风换气的进风口;

b) 相邻两建筑物的间距一般不得小于相邻两个建筑物中较高建筑物的高度;

c) 单栋厂房布置,厂房纵轴宜与常年主导风向成60°~90°角;数栋厂房平行布置时,厂房纵轴宜

与常年主导风向成35°~45°角;

d) 建筑物的方位,应保证室内有良好的自然采光、自然通风,并应防止过度日晒。

4.2.3.4 通风孔口的设计能满足通风净化的要求。

4.2.3.5 危险性作业场所,应设置安全通道;出口不少于两个;门窗应向外开启;通道和出入口应保持

畅通。

5 工程技术措施

5.1 原材料的贮存与运输

5.1.1 原材料在贮存与运输过程中应有可靠的防潮、防雨雪、防散漏和防粉尘外逸措施。

5.1.2 粉状物料输送应密闭,宜采用管道化、机械化、自动化操作。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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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采用气力输送时,受料仓应设仓顶袋式收尘器或相应有效的收尘设备。

5.1.4 铝电解厂宜采用气力浓相输送设备,宜采用自动联锁控制。

5.1.5 氧化铝贮槽应设料位指示装置和上、下极限报警器,且宜采用可监视系统。

5.1.6 氟化盐应贮存在防雨雪、防潮仓库内。

5.2 电解

5.2.1 原材料的选择与要求

5.2.1.1 氧化铝宜选用砂状氧化铝。受潮后的氧化铝应经干燥后才能加入电解槽使用。

5.2.1.2 宜采用高性能氟化盐。在铝电解中优先采用低能耗、环保的新工艺生产的氟化盐。

5.2.1.3 氟化盐应严格控制含水量。人造冰晶石的湿存水量不应高于0.4%,氟化钠的含水量不应高

于1%。

5.2.2 生产工艺与设备

5.2.2.1 铝电解生产宜采用先进生产工艺减少尘毒的产生量。

5.2.2.2 铝电解工程建设项目宜选用中心加工全密闭预焙槽。

5.2.2.3 预焙槽的阳极块更换、出铝等作业宜采用多功能吊车操作。

5.2.3 生产操作

5.2.3.1 非自动打壳下料的电解槽应尽量减少加工次数,缩短加工时间。

5.2.3.2 电解槽加工时除加工面外,其余各面的密闭罩不应打开,停止作业时应关闭密闭罩。

5.2.3.3 预焙槽启罩作业时应将支烟管阀门调到设定点的最大值。作业完毕后立即关严密闭罩,并将

支烟管阀门恢复到原设定位置。

5.2.3.4 清除电解槽和设备上的积尘应采用吸尘机具,不应采用压缩空气吹扫。

5.2.3.5 电解质和铝液总高度应小于炉膛深度。

5.2.3.6 从槽内取出的残极不应在炉前堆放,应尽快送至残极冷却间。冷却间内应设排风管道将含氟

气体集中送至净化系统进行处理。

5.3 铸造

5.3.1 铸造中产生的含铝灰渣应堆放在能防潮的固定堆放点,并应综合回收利用。

5.3.2 在铸造过程中要及时扒渣或清炉,扒渣或清炉作业宜采用机械化操作。

5.4 电解槽修理与辅修

5.4.1 清除旧槽内衬刨炉宜采用机械化作业。拆下的内衬应有固定的堆放场所。

5.4.2 轧固炉底和砌筑边部炭块宜采用冷轧工艺或粘缝工艺。

5.4.3 清理阳极钢爪时宜采用喷丸设备。采用喷砂设备时,设备应设在密闭隔离间内,作业人员应在

室外操作。

6 通风净化系统设置

6.1 通风系统设置

6.1.1 电解厂房、电解槽内衬修理部、阳极与阴极制造中的罐式煅烧炉和电煅烧炉、沥青熔化库、混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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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成型部、焙烧炉厂房、铸造厂房、阳极与阴极制造中的隧道窑、阳极组装中的磷铁熔化和磷铁浇铸厂

房应采用有组织自然通风。排风宜采用避风天窗。

6.1.2 铸造中的混合炉和铸造机、阴极焙烧厂房的人工装料、出料及成品清理等主要操作地带宜设局

部送风降温装置。

6.1.3 炭素车间的煅烧设备和中碎设备,沥青熔化部的沥青熔化槽、沥青熔化器和熔化后的沥青贮槽,
混捏部的混捏锅、连续混捏机、熔化后的沥青贮槽和热糊料出料,成型部的糊料凉料筒、凉料台、冷却螺

旋保温料槽和料仓应设局部排风系统。

6.1.4 电解厂房的吊车驾驶室、阳极与阴极制造厂房的吊车驾驶室、铸造厂房的吊车驾驶室应设送风

装置,有条件的应有空调装置。

6.1.5 焙烧窑或焙烧炉等尘毒危害严重的生产设备,其厂房顶部应配置引风机,呼吸带位置宜设置负

压机械通风装置或尘源局部通风换气装置。

6.2 设备密闭与烟尘净化

6.2.1 散发有害物质的生产设备应密闭,排出的含尘含毒气体其有害物质的含量超过排放标准或环境

要求时,应净化处理。

6.2.2 电解槽的密闭装置应严密高效、轻巧灵活、安全牢固、不妨碍电解作业。密闭罩应有方便观察和

操作的检修孔。

6.2.3 密闭罩上的观察和操作检修孔应开关灵活并且具有气密性,其位置应躲开气流正压较高的部

位。密闭罩的吸风口应避免正对物料飞溅区,应保持罩内维持均匀的负压。

6.2.4 电解槽排烟管道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6.2.4.1 支管

a) 设排烟量平衡或调节装置;

b) 设测定孔;

c) 便于清扫积尘;

d) 设伸缩节。

6.2.4.2 干管

a) 设伸缩节;

b) 设清扫口。

6.2.4.3 总管

a) 设测定孔和必要的测试用电源。高空测点应有相应的操作台;

b) 总管与烟气净化设备连接处设阀门装置。

6.2.5 应根据电解槽的槽型和生产能力设定单槽排烟量和系统排烟量。确定系统排烟量时,可按式

(1)计算:

Q=m×Q0+k×n×Q0 …………………………(1)

  式中:

Q———系统排烟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m3/h);

m———正常启动的电解槽数,单位为个;

Q0———单槽排烟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m3/h);

n ———启罩作业的电解槽数,单位为个;

k ———常数,取值15%~20%。

6.2.6 电解槽的集气效率应符合表1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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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电解槽的集气效率

槽  型
集气效率/%

新建厂 老厂

预焙槽
中心加工 ≥98 ≥95

边部加工 ≥70 ≥65

6.2.7 下列设备和作业点应设排烟罩或排尘罩并经净化处理:

a) 混捏锅加料口、锅盖排烟口及出糊处设排烟罩;

b) 连续混捏机的混捏段或出糊段设排烟罩,在预热段设排尘罩;

c) 铸造混合炉炉门口设排烟罩。

6.2.8 下列设备和作业点应设收尘系统:

a) 氧化铝和氟化盐贮运部的加料、运输设备、加料箱、料仓等产生粉尘的地点;

b) 抬包清理处产生粉尘的地点;

c) 炭块加工部的铣床、锯床等设备,清理阴极棒的喷砂室或喷丸室,耐火材料加工部的磨砖机、切
砖机、加工石棉制品的工作台等;

d) 原材料的破碎、筛分、配料等设备,粉状物料的运输设备和料仓等;

e) 阳极组装的残极托盘倾翻机、残极压脱机、破碎机、残极运输设备、电解质清理设备、导杆清刷

机、钢爪抛丸清理机等。

6.2.9 电解槽烟气、阳极焙烧烟气、沥青熔化库烟气应净化处理。

6.2.10 通风净化系统管道和除尘器、净化器的进出口,应设检测孔,需要时应设置固定式工作平台及

梯子。

6.2.11 当含尘气体湿度较高可能结露时,干式除尘器应保温或保温并加热。在严寒地区,处理含湿量

较高的含尘气体时,除尘器不宜布置在室外,否则应采取防冻的措施。

6.3 系统维护

6.3.1 通风净化系统每半年应至少检测一次排放粉尘浓度、风量、风压,检查是否符合原设计的要求,
如不符合,应进行检修、调整。

6.3.2 通风机应经常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运转应平稳,壳体无破损,叶轮完好,机内不积尘、积水,电
机工作正常。发现故障应及时排除。

6.3.3 当排风罩达不到净化要求时,应检查原因,及时排除故障。

7 管理

7.1 管理措施

7.1.1 应按GB/T11651和GB/T18664,为作业人员配备合格的个人劳动防护用品,尘毒污染的作业

场所应配备有效的呼吸防护用品。

7.1.2 配备的个体防护用品应按规定佩戴和使用。

7.1.3 在厂区内应按GB2893、GB2894的规定,正确地使用安全标志与安全色,且安全标志应设在醒

目的位置。

7.1.4 尘毒作业场所及有毒物料的贮存场所应按GB2894的要求设置警示标识。

7.1.5 对尘毒环境中的作业人员,应严格执行休息、就餐、洗漱及污染衣物的洗涤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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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职业健康监护

7.2.1 应定期进行职业性健康检查。铝电解作业人员上岗前应进行职业性体检,有职业禁忌症者不得

上岗作业。

7.2.2 已被诊断为职业病的作业人员应及时进行治疗和定期复查。尘肺患者应调离接尘作业岗位,Ⅱ
期和Ⅲ期工业性氟病患者应调离接氟作业。

7.2.3 应建立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和职业卫生档案。

7.3 监测与监督

7.3.1 应定期对作业点进行尘毒检测,粉尘和毒物检测每季度不得少于1次。

7.3.2 电解厂房尘毒检测的采样点应选择有代表性的工作地点,其中应包括电解槽头部和侧部中间位

置。在不影响劳动者工作的情况下,采样点应尽可能靠近劳动者。

7.3.3 应加强防尘防毒设施的管理,保证设施完好,防尘防毒设施的使用率不得低于90%。

7.3.4 应加强防尘防毒工作的领导,设置防尘防毒管理机构,建立完善的防尘防毒规章制度,实行全

面、系统的标准化管理。

7.4 教育培训

7.4.1 应定期进行防尘防毒教育培训和防尘防毒知识的考核。

7.4.2 通风除尘设备的操作、维修、监测人员应接受专业培训,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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