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S７１．１００．９９
G７５

中国石灰协会团体标准
T/CLA００２—２０２１

石灰窑用蜂窝式选择性催化还原脱硝催化剂
Honeycomb—typeselectivecatalyticreductiondenitrationcatalystforlimekiln

２０２１Ｇ１２Ｇ３１发布 ２０２２Ｇ２Ｇ１实施

中国石灰协会　发布



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１．１—２０２０«标准化工作导则第１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石灰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安徽元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江苏龙净科杰环保技术有限公司、邯

郸市鼎正重型机械有限公司、安徽康菲尔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光应、潘有春、张涛、闫炳宽、许瑞杰、郑文贤、王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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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灰窑用蜂窝式选择性催化还原脱硝催化剂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石灰窑用蜂窝式选择性催化还原脱硝催化剂的术语和定义,要求,生命周期

管理,试验方法,检测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储存,产品随行文件.
本文件适用于石灰窑用蜂窝式选择性催化还原脱硝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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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本文件.

GB/T１９１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１９５８７　气体吸收BET法测定固态物质比表面积

GB/T２１６５０．１　压汞法和气体吸附法测定固体材料孔径分布和孔隙度第１部分:压汞法

GB/T３１５８７　蜂窝式脱硝催化剂

GB/T３４７００　稀土型选择性催化还原(SCR)脱硝催化剂

GB/T３８２１９　烟气脱硝催化剂检测技术规范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蜂窝式选择性催化还原脱硝催化剂　honeycombＧtypeselectivecatalyticreductiondeniＧ

trationcatalyst
整体挤压成型,端面为蜂窝状,经焙烧而成的脱硝催化剂.

３．２
石灰窑　limekiln
石灰回转窑(即活性石灰回转窑)用于焙烧钢铁厂、铁合金厂用的活性石灰和轻烧白云石.

３．３
测试单元　testlog
是指对模块中的最小进行检查和验证可测试催化剂单体,一般一个测试模块放置一根.

３．４
测试模块　testmodule
实现对催化剂单元的定期性能检测,在模块内设置测试单元,并设计测试单元方便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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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老化　aging
新鲜催化剂在一定烟气条件下进行的预处理.

３．６
主活性物质　mainactivesubstance
起催化作用的根本性物质,又称活性组分.本文件中指钒、钼、铈、镧、钯、钌、铂、铑等的氧

化物.

３．７
助催化剂　coＧcatalyst
在催化剂中起辅助催化的物质,在催化剂中具有提高主催化剂活性、选择性,改善催化剂

的耐热性、抗毒性、机械强度和寿命等性能的组分.本标准中指钨、铌、锑、钡、钴、镍、铜、铁、
锆等的氧化物.

３．８
空速　spacevelocity
单位时间内通过单位体积催化剂的标准状态烟气体积数,单位是h－１.

３．９
活化　activate
钝态催化剂转变为活泼态催化剂的过程.

３．１０
生命周期管理　ProductlifeＧcyclemanagement,PLM
管理产品从需求、规划、设计、生产、运行、使用、维修保养,直到回收再用处置的全生命周

期中的信息与过程.

４　要求

４．１　外观

４．１．１　单元

产品单元外观符合表１的规定.

表１　单元外观要求

缺陷名称 要求

端面缺口 每处最大深度不超过２０mm,宽度不超过２个孔;有缺陷孔壁不超过２个.

端面裂缝 宽度不超过０．５mm,最多允许６条,不允许出现贯穿性的裂缝.

外壁缺口 每处宽度不超过２个孔,长度不超过催化剂单元总长度的一半,有缺陷孔壁不超过２个.

外壁裂缝 宽度不超过０．５mm,长度不超过催化剂单元总长度的１/３,最多允许２条.

内部横裂 不允许出现内部裂纹导致的表面径向凹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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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续)

孔变形 超过１/３孔塌陷的孔扭曲不超过３个孔

缺陷名称 要求

弯曲变形

长度≤１０００mm,弯曲≤３mm.

长度＞１０００mm,弯曲≤５mm.

径向方向弯曲≤２mm

４．１．２　模块

模块应符合表２的规定.

表２　模块要求

项目名称 要求

组装方式 标准化宜采用６×１２的单元排列方式组装,亦可非标准化设计.

焊接 应无气孔、孤坑、漏焊、虚焊和夹渣等缺陷.

取样模块 应设置包含取样单元的模块,且便于提取.

滤网 模块单元迎风面安装防灰滤网.

吊耳 模块单元迎风面焊接吊耳.

４．２　几何性能

４．２．１　单元几何性能

单元几何性能应符合表３的规定.

表３　单元几何性能要求

项目 指标 允许偏差

长度/mm ５００~１３５０ ±２

截面边长/mm １５０ ±２

内壁厚/mm
≤０．８ ±０．１０

＞０．８ ±０．１５

外壁厚/mm
≤１．００ ±０．１５

＞１．００ ±０．２

４．２．２　模块几何性能

模块的长度和宽度允许偏差±３mm.

４．３　理化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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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化性能应满足表４的规定.

表４　理化性能要求

项目 指标 允许偏差

抗压强度/MPa
轴向抗压强度 ≥２．２ —

径向抗压强度 ≥０．６ —

磨损率/(％/kg)
硬化端磨损率 ≤０．０９ —

非硬化端磨损率 ≤０．１２ —

比表面积/(m２/g) ≥４２ —

孔容/(mL/g) ≥０．２６ —

主活性物质氧化态的质量分数/％
≤２．０ ±０．１０

＞２．０ ±０．２０

注:“—”表示该项目无此要求.

４．４　反应性能

反应性能包含活性和SO２/SO３ 转化率,应满足表５的规定.

表５　反应性能要求

项目 指标

SO２/SO３ 转化率/％ 单层＜０．５

空速(SV)/h－１ ≥２５００

活性(m/h)
２５孔以上 ≥２７

２５孔以下 ≥２３

５　生命周期管理

５．１　总要求

生命周期管理模式的实施能够有效提升脱硝装置运行稳定性、减少脱硝催化剂的长期运

行成本.

５．２　产品需求、规划、设计阶段

根据客户运行要求以及现场工况特点,结合客户的未来需求,设计合理的脱硝系统方案.
主要参数包括催化剂用量、催化剂孔数选型、催化剂层布置方式、催化剂孔内流速等.

５．３　产品生产阶段

根据设计方案进行配方计算,并根据设计配方进行原材料调配,混炼和挤出环节分别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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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检测,并保存检测记录;煅烧后的成品按照 GB/T３１５８７—２０１５进行全性能检测,并保存

检测记录.

５．４　产品运行、维修保养阶段

产品使用过程中的工况参数变化记录、排放指标记录、维护保养记录、异常情况及处理记

录等必须完善,定期进行检测单体中试检测,效率、氨逃逸数据存档作为预测催化剂更换期限.

５．５　产品处置

催化效率衰退到寿命末期的产品需要进行处置,处置方式包含但不限于再生和回收资源

化.催化剂再生过程不涉及催化剂整体结构的解体,仅仅是用适当的方法恢复效能衰退催化

剂的催化属性;催化剂回收资源化是采用各种工程技术方法和管理措施,从催化剂中回收可用

资源.

５．５．１　产品再生

a)可再生次数≥１次,再生后化学寿命≥３年.

b)再生后活性不低于原全新催化剂活性的９８％.

c)测试模块数量≥１２．５％总模块数.

d)再生后抗压强度不低于再生前抗压强度的９０％.

５．５．２　产品回收资源化

不可再生的脱硝催化剂必须由具 HW５０资质的厂家进行回收资源化处置,鼓励由同时具

有脱硝催化剂生产能力的厂家进行回收资源化处置.

５．６　产品全寿命档案

将５．２、５．３、５．４、５．５中的过程记录、档案按照客户名称归档,作为产品运行过程中的故障

排查、更换或者加装的基础分析数据.

６　试验方法

６．１　外观

按 GB/T３１５８７－２０１５的规定.

６．２　单元变形

按 GB/T３１５８７—２０１５的规定.

６．３　几何性能

按 GB/T３１５８７—２０１５的规定.

６．４　理化性能

按 GB/T３１５８７—２０１５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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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　反应性能

警告———本文件所涉及的试验用烟气(含 NH３、SO２、NO 等)对人体健康和安全具有中

毒、易燃、易爆危害,必须严防系统漏气,现场严禁有明火,并且应配有必要的灭火器材和排风

设备等预防设备.

６．５．１　实验装置

催化剂反应性能实验装置示意见图１.

图１　催化剂反应性能试验装置示意图

６．５．２　测试步骤

６．５．２．１　烟气

测试烟气条件见表６,其成分分析方法参见附录 A.

表６　测试烟气条件

名称 指标 允许偏差范围

烟气流量/(m３/h)(标准状态,湿基) １５０ ±５

烟气温度/℃ ２００ ±３

SO２ 浓度/(μL/L)(标准状态,干基) ５０ ±１０

NO浓度/(μL/L)(标准状态,干基) ３５０ ±６

O２ 浓度/(μL/L)(标准状态,干基) ４ ±０．２％

氨氮摩尔比 １．０~１．１ —

H２O含量/％ １０ ±１０％(相对值)

６．５．２．２　试样的制备及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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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测试样截取长度为产品实际长度(±２mm,截面尺寸为１５０mm×１５０mm),须为无明显

物理损伤的单元,将催化剂样品两端缠绕耐高温陶瓷纤维棉后,装入反应器,并将催化剂两端

空隙处用陶瓷纤维棉密封严实,待用.

６．５．２．３　系统试漏

按 GB/T３１５８７—２０１５的规定.

６．５．２．４　老化

按 GB/T３１５８７—２０１５的规定.

６．５．２．５　测试

按 GB/T３１５８７—２０１５的规定.

７　检验规则

７．１　检验分类

产品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７．２　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按每个项目作为一个交货批次,检验项目及抽样频次见表７.

表７　各项目的检测频次

检查/测试项目 检验频次

单元和模块外观 全检

单元几何尺寸及变形 ≥２根催化剂单元/５０m３

抗压强度 １次/５０m３

磨损率 １次/１００m３

比表面积、孔容 １次/５０m３

Ti、V、Mo、Ce、La以及Pb、Ru、Pt、Rh元素含量 １次/５０m３

模块外形尺寸 全检

７．３　型式检验

按 GB/T３１５８７—２０１５的规定.

７．４　判定规则

检验不合格的项目应加倍抽样复检,复检结果合格,则该批次产品合格;否则该批次产品

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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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标志、包装、运输和储存

按 GB/T３１５８７—２０１５的规定.

９　产品随行文件

按 GB/T３１５８７—２０１５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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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脱硝催化剂反应性能测试装置的烟气成分分析方法见表 A．１.

表 A．１　烟气成分分析方法

序号 烟气成分 推荐的检测方法

１ NO/NO２

盐酸萘乙二胺分光光度法

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化学发光法

２ O２

气体中微量氧的测量Ｇ电化学法

磁力机械式氧分析仪法

３ SO２

离子色谱法

碘量法

紫外荧光法

４ SO３

离子色谱法

高氯酸钡Ｇ钍试剂法

５ NH３

氨气敏电极法

离子色谱法

次氯酸钠Ｇ水杨酸分光光度法

６ H２O
冷凝法

重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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