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团体标准项目建议书 

建议项目名称 

(中文) 

 

石膏制酸副产水泥熟料大气污染物排放

标准 

 

建议项目名称 

(英文) 
 

制定或修订 ☑ 制定 □ 修订 被修订标准号  

牵头单位 山东鲁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计划起止时间 2022.7—2023.7 

目的﹑意义或必 

要性 

石膏制硫酸副产水泥熟料原理：以工业副产石膏等固废为主要原料，添加粘土调整二氧

化硅，同时配比一定量的焦沫作为窑内反应还原剂，配伍成水泥生料，生料经旋风预热器由

窑尾进入化工副产窑，在窑内高温煅烧分解生成副产水泥熟料及含硫烟气。生料由窑尾至窑

头过程中经高温煅烧成副产水泥熟料后进入单筒冷却机冷却，最终送入熟料仓储存；高温含

硫烟气由窑头在负压条件下经窑尾至旋风预热器预热水泥生料，最终经电除尘送入硫酸生产

装置生产工业硫酸。 

石膏制硫酸副产水泥熟料采用化学分解法是解决工业副产石膏堆存污染、实现钙硫资源

循环利用的有效途径。用生产磷铵排放的废渣磷石膏生产水泥熟料,水泥熟料与锅炉渣等配置

水泥，磷石膏分解产生的二氧化硫窑气制硫酸，硫酸再返回系统用于生产磷铵。上一道产品

的废弃物成为下一道产品的原料，硫酸在装置中循环使用，整个生产过程没有废物排出，磷

石膏固废在生产全过程得到高效循环和资源化利用。能够解决废渣磷石膏堆存占地、污染环

境、制约磷复肥工业发展的难题，开辟新的硫资源路线，减少水泥生产所造成的碳排放，实

现经济效益、环境效益、社会效益的统一。该技术被国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

和 2010 年远景目标纲要》列为资源综合利用科技成果重点推广项目，国家科技进步二等

奖，2022 年 1 月份八部委共同印发《关于加快推动工业资源综合利用实施方案》（工信部联

节〔2022〕9 号）中“（七）加快磷石膏在制硫酸联产水泥和碱性肥料、生产高强石膏粉及其

制品等领域的应用” 

我公司以工业副产石膏制硫酸副产水泥为主的循环经济产业链，获国家专利。只有副产

的水泥产品水泥粉磨方面与传统水泥粉磨相同，但熟料制备方面与传统水泥熟料生产工艺在

原料、工艺路线、控制指标、污染物排放等方面完全不同，详见下表： 

工业石膏制硫酸副产水泥装置与传统水泥生产装置对比表 

序号 项目内容 工业石膏制酸副产水泥工艺 传统水泥工艺 

1 原料不同 

工业副产石膏（一般固废），主要成

分为硫酸钙，配伍粘土调整二氧化

硅，配伍焦沫使窑内产生还原气氛。 

石灰石，主要成分为

碳酸钙 

2 产品种类不同 
工业硫酸 

水泥 
水泥 

3 
工艺路线差别大

（尾气处理） 

由于窑内为还原气氛，不产生大量

氮氧化物，气固利用旋风预热充分

交换，余热充分利用，窑尾不设余热

锅炉；尾气中含有较高的 SO2，去制

工业硫酸；无分解炉。 

尾气经过余热发电，

经过脱硫后直接排

放，有分解炉。 



4 污染物排放 

无常规水泥熟料窑头窑尾主要排放

口，窑头为负压控制，为回转窑补

风，窑尾烟气经除尘后送入硫酸装

置制工业硫酸，减少污染物排放。 

窑头、窑尾直接排放，

需具备环保治理设

备。 

5 其他 

1、装置为 φ4m×75m 化工副产窑，主要是为硫酸生产配

套，同时硫酸钙分解能量高，因此同等规格回转窑使用硫

酸钙副产熟料时，熟料产量要低于传统水泥生产装置，窑

气进入硫酸装置。 

2、石膏副产熟料无分解炉，主要靠加长窑体及预热器进行

生料的充分预热，因此化工副产窑比同规格的传统水泥窑

要长。 

 

近几年随着国家推广磷石膏综合利用技术开发与应用，石膏制硫酸副产水泥行业遇到的

一些问题迫切需要解决。石膏制硫酸副产水泥装置不同于传统的石灰石制水泥行业，缺乏对

石膏制硫酸联产水泥装置污染物排放的研究，利用石膏制硫酸联产水泥装置的特殊管理方式

和关键技术缺少研究；缺乏对产排污环节的评价研究，排放标准只能参照硫酸行业排放标准

和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缺乏专业技术性排放标准，偏差较大。这些问题始终困扰着企业和环

保管理部门，为促进石膏制硫酸副产水泥熟料污染物达标排放，推动石膏制硫酸副产水泥行

业健康有序发展，急需制定相应污染物排放标准。 

 

范围和主要 

技术内容 

标准的技术内容与适用范围； 

项目建议性质为强制性，需指出强制内容； 

本标准规定了石膏制硫酸副产水泥的工艺路线、边界及污染物排放指标及治理措施，本

标准适用于石膏制硫酸联产水泥熟料，可作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环境保护设施设计与

施工、建设项目环境保护验收及建成后运行与管理的技术依据。 

国内外情况 

简要说明 

1. 国内外对该技术研究情况简要说明：国内外对该技术研究情况、进程及未来的发展；该技术

是否相对稳定，如果不是的话，预计一下技术未来稳定的时间，提出的标准项目是否可作为未

来技术发展的基础； 

1954 年我国就开始在此领域的研究。1954～1966 年国家先后多次派考察团赴东德、波兰

和奥地利等国进行考察学习，先后在上海、太原、南京、北京等地进行了中间试验。基本上解

决了石膏烘干脱水、生料配比、熟料煅烧、窑气制酸等技术难题，回转窑操作不稳定、气氛难

控制、回转窑“结圈”始终没有攻克，一直未实现工业化生产。太原西山石膏矿和湖北应城磷肥

厂还在立窑上进行煅烧石膏制硫酸与水泥全流程小试验。1972 年南化研究院采用单层扩大沸

腾炉进行热态试验。1972 年济南工农磷肥厂做了配上制酸系统的全流程性工业试验，采用回

转窑煅烧方式，肯定了该技术的可行性。1973 年应城磷肥厂也进行了 1000 t /a 的沸腾炉试验，

至 1975 年最后一次实验，运转 30d，日产硫酸 3t，产石灰 1.5t。上述试验均未获成功。后来

经过多年研发与试验应用，仍然存在成熟度不足、操作稳定性不够、成本高、经济性差等问

题，一直未得到大规模推广应用。目前，仅山东鲁北的磷石膏制硫酸副产水泥生产装置得到了

连续运行和改扩建，并得到工业化实践应用 

山东鲁北企业集团总公司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一直从事石膏制硫酸副产水泥技术的研

究和开发，在总结国内外技术的基础上， 1982 年无棣县硫酸厂取得了 7500 t/a 盐石膏制硫酸

工业试验的成功，1984 年和 1985 年先后完成了以云南磷石膏和枣庄天然石膏为原料制取硫

酸与水泥的试验，通过了省部级和国家级技术鉴定，填补了国内空白。1990 年建成投产了“年



产 3 万吨磷铵、副产磷石膏制 4 万吨硫酸联产 6 万吨水泥”装置(简称“三四六”工程)，使磷石

膏制硫酸副产水泥技术实现了新的突破，达到长周期安全稳定生产，产品产量达到原设计能

力的 200％。采用化学分解石膏制硫酸副产水泥是解决工业副产石膏堆存污染、实现钙硫资源

循环利用的有效途径。为了实现磷铵、硫酸、水泥联产装置大型化，山东鲁北企业集团总公司

于 1997 年 5 月开工建设“年产 15 万吨磷铵、副产磷石膏制 20 万吨硫酸联产 30 万吨水泥”装

置(简称“15、20、30”工程)，1999 年相继建成投产。在装置投产运行及国产化攻关成果的基础

上，通过技术创新改造，目前已达到“年产 30 万吨磷铵、副产磷石膏制 40 万吨硫酸联产 60 万

吨水泥”的生产能力(简称“30、40、60”工程)，成为世界石膏制酸史上技术最先进、规模最大的

联产装置。 

2022 年 1 月份八部委共同印发《关于加快推动工业资源综合利用实施方案》中“（七）加

快磷石膏在制硫酸联产水泥和碱性肥料、生产高强石膏粉及其制品等领域的应用”。该装置属

于国家发改委颁发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中鼓励类第十一项石化化工第

5 条“磷石膏综合利用技术开发与应用”；同时被中国石化联合会评选为绿色工艺并入选‘石化

绿色低碳工艺名录（2021 年版）’，未来也是解决长江流域三磷问题的关键技术。 

 

2. 项目与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采用程度的考虑：该标准项目是否有对应的国际标准或国

外先进标准，标准制定过程中如何考虑采用的问题； 

目前没有关于磷石膏制硫酸副产水泥的大气污染物排放的特定要求，需要制定完善。 

国外暂无相关污染物排放标准。 

3. 与国内相关标准间的关系：该标准项目是否有相关的国家或行业标准，该标准项目与这些

标准是什么关系，该标准项目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 

该装置的大气污染物排放主要排放口在硫酸装置。硫酸装置大气排放执行《区域性大气

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7/2376-2019），同时也符合《硫酸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6132-

2010）硫酸尾气排放指标要求，达标排放。 

   《区域性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7/2376-2019） 

4. 指出是否发现有知识产权的问题。 

不涉及。 

 

二氧化硫（mg/m3） 氮氧化物（mg/m3） 烟尘（mg/m3） 

100 200 20 

牵头单位 

山东鲁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签字、盖公章） 

 

月     日 

 

[注 1]  填写制定或修订项目中，若选择修订必须填写被修订标准号； 

[注 2]  选择采用国际标准，必须填写采标号及采用程度； 

[注 3]  选择采用快速程序，必须填写快速程序代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