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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转炉煤气预测平衡调度

方法，所述方法具体如下：第一步，通过数据关联

预测未来一小时转炉煤气产耗量；第二步，转炉

煤气产生量预测，第三步，转炉煤气系统的动态

调整，调整时，以转炉煤气柜容预测及调整为中

心，通过对转炉柜煤气回收量及外供量预测，其

预测计算公式为：Vp=VO+Vin‑Vo，其中，Vp为转炉煤

气柜柜容预测值，VO为当前柜容，Vin为转炉煤气

柜进气量，Vo为转炉煤气柜外供消耗量；本发明

的转炉煤气预测平衡调度方法，通过协调全厂各

仪表厂家进行设备统一量程、统一温度、统一压

力等；收集大量数值分析，梳理每一数值所代表

的生产状态，提供数据支持；并对数据进行处理

后实现转炉煤气预测平衡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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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转炉煤气预测平衡调度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具体如下：

第一步，通过数据关联预测未来一小时转炉煤气产耗量；根据生产计划、能源计划与转

炉煤气产量与耗量的仪表数据进行数据关联，根据各个转炉煤气发生设备的运行状态数

据，对转炉煤气发生量数据进行分类，对于正常生产状态下的数据，将相同标准工况下的转

炉煤气发生量数据进行归类标定；对于非正常生产状态下的数据，将相同非标准工况下的

的转炉煤气发生量数据进行归类标定，从而预测未来一小时转炉煤气产耗量；

第二步，转炉煤气产生量预测，分别按炉座获取未来1小时转炉生产计划，根据每个计

划炉次的炉座号、目标钢种、目标出钢量、班组和班别，找寻相同条件的吨钢煤气回收量；每

炉煤气发生总量为：煤气产生总量=吨钢煤气产量*目标出钢量，得到一个炉次的预测煤气

产量，再根据以下公式：预测煤气产生流量=预测煤气产生总量/回收时长获得一个炉次的

平均煤气产生流量将一小时内的两个转炉分别按照相同步骤进行计算，便可得到两组未来

1小时的转炉煤气产生流量；再通过将两组数据相同时刻的流量值进行叠加，便可得到预测

转炉煤气产生流量的预测曲线；

第三步，转炉煤气系统的动态调整，调整时，以转炉煤气柜容预测及调整为中心，通过

对转炉柜煤气回收量及外供量预测，其预测计算公式为：Vp=VO+Vin‑Vo，其中，Vp为转炉煤气

柜柜容预测值，  VO为当前柜容，Vin为转炉煤气柜进气量，Vo为转炉煤气柜外供消耗量；计算

时，先将第二步求得的转炉煤气产生流量预测曲线按照时间求积分，即可得到以时间排列

的转炉煤气产生量曲线；其次，将煤气外供消耗流量也按照时间求积分，即可得到以时间排

列的转炉煤气消耗量曲线；计算时，先计算柜容变化量，其具体为：△V=  Vin‑Vo，△V  即为柜

容变化量；

VO，VO作为柜容变化量曲线的初始相位，获取到当前时刻的柜容VO，作为柜容变化量曲

线的初始相位，与柜容的变化量△V进行逻辑运算： =VO+△V， 即为煤气

柜容预测曲线；最终得到的曲线即为煤气柜容预测曲线，根据预测曲线对柜容调整量进行

预测，预测柜容与设定的柜容上下限值Lmax、Lmin进行比较，通过预设的调整规则，提供锅

炉负荷调整建议，同时提供负荷调整后的柜容曲线，计算方法同上；预设规则为根据预测周

期内柜容高点、低点与柜容控制预设值之间的关系认为设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转炉煤气预测平衡调度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预测曲线具体

流程如下：

当前是否在生产，如果没有，则继续判断是否存在计划，如果没有，则继续判断是否有

预测序列，如果没有，则输出无预测，曲线值为0；

如果有预测序列，则绘制预测曲线；

如果存在计划，则按炉座分别获取1h全部生产计划，接着，根据炉座号、回收条件及钢

种获取吨钢煤气产量，接着，按炉座分别计算每个计划炉次的预测煤气产生流量；接着，生

成两个预测时间序列，叠加相同时刻的转炉煤气流量值，得到一个预测序列，并进行预测序

列总时长是否大于1h判断，如果大于1h，则绘制预测曲线，如果不大于1h，则重新返回到是

否存在计划判断；

如果存在生产，则获取转炉当前生产状态（炉座号、目标出钢量），接着获取当前正在生

产的剩余回收时长和剩余煤气产量，并预测转炉煤气产生流量=剩余煤气产量/剩余回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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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生产预测序列，并进行预测序列总时长是否大于1h判断，如果大于1h，则绘制预测曲线，

如果不大于1h，则重新返回到是否存在计划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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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转炉煤气预测平衡调度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转炉煤气调度方法，具体涉及一种转炉煤气预测平衡调度方法，

属于转炉煤气调度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转炉煤气是钢铁企业内部中等热值的气体燃料，可与焦炉煤气、高炉煤气、发生炉

煤气配合成各种不同热值的混合煤气使用，目前各企业有独立生产计划预测、独立能源计

划预测、独立煤气柜容预测、独立转炉煤气产量预测、独立转炉煤气耗量预测，受已有设备

与前期规划限制无法实现动态平衡预测功能；其具体表现为：1、生产计划、能源计划、转炉

煤气柜、转炉煤气产量、转炉煤气耗量关系无法连接；2、转炉煤气柜、转炉煤气产量、转炉煤

气耗量测量仪表厂家不同、温压不同、量程不同无法做到仪表统一。

发明内容

[0003]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提出了一种转炉煤气预测平衡调度方法，获取各个转炉

煤气发生设备的主要运行指标数据和运行状态数据，运用滤波方法把干扰转炉煤气数据进

行剔除，并对数据进行处理后实现转炉煤气预测平衡调度。

[0004] 本发明的转炉煤气预测平衡调度方法，所述方法具体如下：

第一步，通过数据关联预测未来一小时转炉煤气产耗量；根据生产计划（炉次号、

钢种、出钢温度、连铸拉速状态）、能源计划与转炉煤气产量与耗量的仪表数据进行数据关

联，根据各个转炉煤气发生设备的运行状态数据，对转炉煤气发生量数据进行分类（加废

钢、兑铁、吹氧、回收、取样、出钢、溅渣、倒渣），对于正常生产状态下的数据，将相同标准工

况下的转炉煤气发生量数据进行归类标定；对于非正常生产状态下的数据，将相同非标准

工况下的的转炉煤气发生量数据进行归类标定，从而预测未来一小时转炉煤气产耗量；

第二步，转炉煤气产生量预测，分别按炉座获取未来1小时转炉生产计划，根据每

个计划炉次的炉座号、目标钢种、目标出钢量、班组和班别，找寻相同条件的吨钢煤气回收

量；每炉煤气发生总量为：煤气产生总量=吨钢煤气产量*目标出钢量，得到一个炉次的预测

煤气产量，再根据以下公式：预测煤气产生流量=预测煤气产生总量/回收时长获得一个炉

次的平均煤气产生流量将一小时内的两个转炉分别按照相同步骤进行计算，便可得到两组

未来1小时的转炉煤气产生流量；再通过将两组数据相同时刻的流量值进行叠加，便可得到

预测转炉煤气产生流量的预测曲线；

第三步，转炉煤气系统的动态调整，调整时，以转炉煤气柜容预测及调整为中心，

通过对转炉柜煤气回收量及外供量预测，其预测计算公式为：Vp=VO+Vin‑Vo，其中，Vp为转炉

煤气柜柜容预测值，  VO为当前柜容，Vin为转炉煤气柜进气量，Vo为转炉煤气柜外供消耗量；

计算时，先将第二步求得的转炉煤气产生流量预测曲线按照时间求积分，即可得到以时间

排列的转炉煤气产生量曲线；其次，将煤气外供消耗流量也按照时间求积分，即可得到以时

间排列的转炉煤气消耗量曲线；计算时，先计算柜容变化量，其具体为：△V=  Vin‑Vo，△V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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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柜容变化量；

Vo，Vo作为柜容变化量曲线的初始相位，获取到当前时刻的柜容Vo，作为柜容变化

量曲线的初始相位，与柜容的变化量△V进行逻辑运算： =  Vo+△V， 即

为煤气柜容预测曲线；最终得到的曲线即为煤气柜容预测曲线，根据预测曲线对柜容调整

量进行预测，预测柜容与设定的柜容上下限值Lmax、Lmin进行比较，通过预设的调整规则，

提供锅炉负荷调整建议，同时提供负荷调整后的柜容曲线，计算方法同上；预设规则为根据

预测周期内柜容高点、低点与柜容控制预设值之间的关系认为设定。

[0005] 进一步地，所述预测曲线具体流程如下：

当前是否在生产，如果没有，则继续判断是否存在计划，如果没有，则继续判断是

否有预测序列，如果没有，则输出无预测，曲线值为0；

如果有预测序列，则绘制预测曲线；

如果存在计划，则按炉座分别获取1h全部生产计划，接着，根据炉座号、回收条件

及钢种获取吨钢煤气产量，接着，按炉座分别计算每个计划炉次的预测煤气产生流量；接

着，生成两个预测时间序列，叠加相同时刻的转炉煤气流量值，得到一个预测序列，并进行

预测序列总时长是否大于1h判断，如果大于1h，则绘制预测曲线，如果不大于1h，则重新返

回到是否存在计划判断；

如果存在生产，则获取转炉当前生产状态（炉座号、目标出钢量），接着获取当前正

在生产的剩余回收时长和剩余煤气产量，并预测转炉煤气产生流量=剩余煤气产量/剩余回

收时长，生产预测序列，并进行预测序列总时长是否大于1h判断，如果大于1h，则绘制预测

曲线，如果不大于1h，则重新返回到是否存在计划判断。

[000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转炉煤气预测平衡调度方法，通过协调全厂各仪表厂

家进行设备统一量程、统一温度、统一压力等；收集大量数值分析，梳理每一数值所代表的

生产状态，提供数据支持；并对数据进行处理后实现转炉煤气预测平衡调度。

附图说明

[0007] 图1为本发明的柜容调整初始规则示意图。

[0008] 图2为本发明的转炉煤气产生量预测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09] 实施例1：

如图1和图2所示的转炉煤气预测平衡调度方法，所述方法具体如下：

第一步，通过数据关联预测未来一小时转炉煤气产耗量；根据生产计划（炉次号、

钢种、出钢温度、连铸拉速状态）、能源计划与转炉煤气产量与耗量的仪表数据进行数据关

联，根据各个转炉煤气发生设备的运行状态数据，对转炉煤气发生量数据进行分类（加废

钢、兑铁、吹氧、回收、取样、出钢、溅渣、倒渣），对于正常生产状态下的数据，将相同标准工

况下的转炉煤气发生量数据进行归类标定；对于非正常生产状态下的数据，将相同非标准

工况下的的转炉煤气发生量数据进行归类标定，从而预测未来一小时转炉煤气产耗量；

第二步，转炉煤气产生量预测，分别按炉座获取未来1小时转炉生产计划，根据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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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计划炉次的炉座号、目标钢种、目标出钢量、班组和班别，找寻相同条件的吨钢煤气回收

量；每炉煤气发生总量为：煤气产生总量=吨钢煤气产量*目标出钢量，得到一个炉次的预测

煤气产量，再根据以下公式：预测煤气产生流量=预测煤气产生总量/回收时长获得一个炉

次的平均煤气产生流量将一小时内的两个转炉分别按照相同步骤进行计算，便可得到两组

未来1小时的转炉煤气产生流量；再通过将两组数据相同时刻的流量值进行叠加，便可得到

预测转炉煤气产生流量的预测曲线；

第三步，转炉煤气系统的动态调整，调整时，以转炉煤气柜容预测及调整为中心，

通过对转炉柜煤气回收量及外供量预测，其预测计算公式为：Vp=VO+Vin‑Vo，其中，Vp为转炉

煤气柜柜容预测值，  VO为当前柜容，Vin为转炉煤气柜进气量，Vo为转炉煤气柜外供消耗量；

计算时，先将第二步求得的转炉煤气产生流量预测曲线按照时间求积分，即可得到以时间

排列的转炉煤气产生量曲线；其次，将煤气外供消耗流量也按照时间求积分，即可得到以时

间排列的转炉煤气消耗量曲线；计算时，先计算柜容变化量，其具体为：△V=  Vin‑Vo，△V  即

为柜容变化量；

Vo，Vo作为柜容变化量曲线的初始相位，获取到当前时刻的柜容Vo，作为柜容变化

量曲线的初始相位，与柜容的变化量△V进行逻辑运算： =  Vo+△V， 即

为煤气柜容预测曲线；最终得到的曲线即为煤气柜容预测曲线，根据预测曲线对柜容调整

量进行预测，预测柜容与设定的柜容上下限值Lmax、Lmin进行比较，通过预设的调整规则，

提供锅炉负荷调整建议，同时提供负荷调整后的柜容曲线，计算方法同上；预设规则为根据

预测周期内柜容高点、低点与柜容控制预设值之间的关系认为设定，其设定的原始规则如

附图1所示，具体规则可结合实际情况调整。

[0010] 如图2所示，所述预测曲线具体流程如下：

当前是否在生产，如果没有，则继续判断是否存在计划，如果没有，则继续判断是

否有预测序列，如果没有，则输出无预测，曲线值为0；

如果有预测序列，则绘制预测曲线；

如果存在计划，则按炉座分别获取1h全部生产计划，接着，根据炉座号、回收条件

及钢种获取吨钢煤气产量，接着，按炉座分别计算每个计划炉次的预测煤气产生流量；接

着，生成两个预测时间序列，叠加相同时刻的转炉煤气流量值，得到一个预测序列，并进行

预测序列总时长是否大于1h判断，如果大于1h，则绘制预测曲线，如果不大于1h，则重新返

回到是否存在计划判断；

如果存在生产，则获取转炉当前生产状态（炉座号、目标出钢量），接着获取当前正

在生产的剩余回收时长和剩余煤气产量，并预测转炉煤气产生流量=剩余煤气产量/剩余回

收时长，生产预测序列，并进行预测序列总时长是否大于1h判断，如果大于1h，则绘制预测

曲线，如果不大于1h，则重新返回到是否存在计划判断。

[0011] 上述实施例，仅是本发明的较佳实施方式，故凡依本发明专利申请范围所述的构

造、特征及原理所做的等效变化或修饰，均包括于本发明专利申请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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