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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式干燥机
刘广文

（沈阳化工研究院，沈阳 110021）

摘要：盘式干燥机是一种借助传导间接加热金属盘面竖型连续干燥设备。  介绍了盘式干燥机的性能、特点、

工作原理、结构、工作参数及其在农药上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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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式干燥机又名多层圆盘干燥机，系一种多层圆盘，

转耙搅拌，竖型连续干燥装置，属传导干燥型接触干燥

机。 该设备是在固定床传导干燥机以及耙式等搅拌型干

燥机的基础上不断改进发展而成的。 干燥过程就是将载

热体通入固定的多层空心圆盘内，借助传导间接加热金属

盘面上所接触的湿物料，并在类似铧犁形耙叶的机械搅拌

作用下，使不断向前翻滚移动物料内的水分处于操作状态

时的沸点下进行蒸发气化，蒸汽从排湿口离开设备，从而

在底部得到合格的干燥成品。

由于盘式干燥机采用了立式转耙搅拌装置，主轴转速

可调，单独控制各层温度，末期兼用冷却降温等有效措

施，克服了固定床传导干燥机的缺点。 因而具有产品连

续输送、传热效率高、干燥速率大、温度分布可控、产品

质量好、占地小、污染少、管理方便适用范围广等优点。

适用于具有良好加热条件及物料允许较长时间接触加热的

场合。 对于可自由流动、不黏结的、极细粉末(100 µm以

下)及粒度分布宽的粒状物料处理颇为合适。 真空操作

时，还可加工热敏性物料及回收溶剂。 盘式干燥机既能

干燥、冷却兼用，又能用于焙烧、升华之类的加热反应过

程。 诸如活性炭、染料、农药、合成树脂、塑料、蔗糖

等多种产品的热加工。 近年来，国外在化学、化工、医

药、农药、染料、食品、农业等国民经济生产中应用日趋

广 泛 。

1  结构及工作机理

盘式干燥机结构形式，按加热方式分有接触传导型、

热风对流型及对流传导混合型。 按操作压力分，有常压

型、气密及真空型。 既可作干燥机，又可作冷却器，或

两者兼用。

典型的盘式接触干燥机结构见图1。 主要有壳体及框

架，空心加热盘、主轴及搅拌臂与耙叶、上下轴承、联轴

器、变速驱动装置、加料器、热载体进出口管及其控制仪

表，检视门及出料装置等组成。 若为对流干燥时，还装

有风扇、加热器或燃烧室、通风箱之类部件。 真空干燥

图1  盘式干燥机外形图

设备壳体为立式圆筒形或多边形筒体。 真空或气密操

作时，考虑到设备的受力情况，通常呈圆筒体。 内部装

有框架，以固定安放多层水平环形空心加热盘。 上下盘

间距一定，空心加热盘的中空部分可通入蒸汽、热水或热

油之类载热体，中间加装隔板或支撑杆，藉以增加刚度和

强度。 每层加热盘上均有进出口管，可串联、并联或串

并联组装，单独控制各层加热盘的温度，调节设备内温度

分布。 如果工艺需要，底部加热盘，可通入冷却剂，降

低产品温度，回收热量，避免固定床后期料温趋于加热盘

壁温而过热变质的现象产生。

每层加热盘上皆附有2~4根搅拌臂，臂上设有若干个

犹如铧犁形的耙叶。 搅拌臂呈水平置放，彼此交错固定

在中心主轴上，并由外部变速驱动装置带动，以1~8 r/min

的转速回转。 耙片的形式及数量，视工况要求及停留时

间而定，其结构应可作弹性运动，使其底刃在板面上作随

偶浮动。 铧犁形耙叶的作用：

1) 不断移动每层加热盘上物料，使物料沿阿基米德螺

线轨迹运动，均匀地布满于板面上，从而增加了接触加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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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药机械-

时，配套有真空、分离或冷凝设备。

1.  支座 2.  排水口 3.  干燥器本体

4.  检修门 5.  加热盘 6.  进汽管

 7.  耙叶 8.  排气口 9.  加料口

10.  进汽口 11. 排料口 12. 电机

13. 变速驱动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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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长度，达到连续输送和干燥的目的。

2) 不断地翻动搅拌物料，使同批物料层内物料有效混

和，避免料温不均匀，防止物料与加热盘面间的沸腾现象

出现。 避免物料黏结于盘面上，降低了热阻，提高了传

热系数和传热效率。

3) 不断地翻动搅拌物料，有利于提高传质速率。

总之，搅拌时间越短，搅拌就越激烈，传热系数就越

大，干燥速率大，并使产品质量均匀，干燥周期大大缩

短。 耙片的底刃一般与搅拌臂呈45°或135°倾斜角，致

使物料在耙片的作用下，在奇数层小加热盘上由里向外移

动，而在偶数层大加热盘上却由外向里移动。

被干燥物料由顶部加料器连续不断地从加料口加入设

备内，首先落到最上面第一层加热盘内圈盘面上，在中心

主轴驱动的搅拌耙片的机械作用下，边翻动搅拌混合，边

连续地由里向外缘推进移动，使物料以5~20 mm薄层均匀

地布满于整个加热盘面上，进行有效地接触传导干燥；而

后不断地从外缘跌落到第二层大加热盘的外缘，再在耙片

作用下，将物料从外向里移动到内圈，落到下层盘面的内

圈。 不断重复上述运动，一层层地不断移动和干燥物

料，直至最底层，达到规定的产品含水率。 最后从底部

出料口由螺旋输送机排出，获得合格的干燥产品。

2  盘式干燥机的特点

盘式干燥机与箱式干燥器相比，主要优点如下：

1) 物料机械输送，连续生产，处理量可调。 避免了繁

重的装卸料及人工翻盘工作，劳动强度轻，劳动条件好，

管理方便。

2) 干燥效率高，总传热系数可达240~544 kJ/(m2·h·℃)，

平均蒸发强度约为7~25 kg/(m2·h)。

3) 立式安装，保温完善，热源和废热利用率高。 蒸

发每公斤水仅需1.1~1.4 kg蒸气。 此外所需动力仅为回转

圆筒干燥机的1/10左右，经济可行。

4) 占地面积小，结构紧凑，设备安装简单，室内外均

可就地使用。

5) 尾气或蒸汽的排出速度低，粉尘飞扬少，能达到三

废排放标准要求，改善劳动环境。 对于农药原药的干燥

尤为适宜，而不必附装除尘设备。

6) 加热盘数及主轴转速可调，物料在干燥机内停留时

间可根据工艺要求自由选定。

7) 各层料盘温度可控，达到规定的温度分布。 干燥

冷却并用，能获得质量均匀，机械应力小的干燥产品。

8 ) 设备部件标准通用化，根据工况要求组装，适

应性强。

9) 若与其他设备进行适当组合，还可回收溶剂及干

燥糊状物料。 还能用于焙烧、升华等多种产品热加工

过 程 。

盘式干燥机的不足之处：

1) 机械传动机构较复杂，活动部件多，加工要求相对

较高。 若设计、制造或安装不良，搅拌耙叶与加热盘间

易磨损，尤其是干燥坚硬物料时更加严重。

2) 由于加热盘腔内需承受一定的压力，用材较多，有

一定的加工难度，设备的一次性投资较大。

3) 不断地机械搅拌输送，易使物料破碎，粒径减小，

因而不适宜加工脆性物料或有粒度要求的物料。

4) 对于易黏结或结垢、污染加热面的或易过热焦化的

热敏性物料不适用此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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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首次发布微生物类真菌农药基础性国家标准

我国首次制订的微生物类真菌农药5个基础性国家标准近期已发布、出版，并将于今年8月1日实施。 这5个标准是：真菌农

药母药产品标准编写规范GB/T 21459.1-2008、真菌农药粉剂产品标准编写规范GB/T 21459.2-2008、真菌农药可湿性粉剂产品

标准编写规范GB/T 21459.3-2008、真菌农药母药产品标准编写规范GB/T 21459.1-2008、真菌农药油悬浮剂产品标准编写规范

GB/T 21459.4-2008和真菌农药饵剂产品标准编写规范GB/T 21459.5-2008。

该标准是针对我国现有真菌农药产品标准要求不统一、剂型混乱、质量差异显著、管理相对薄弱等突出问题，在国内外尚无

类似标准文本的条件下，根据真菌农药产品的特点和实际生产情况，创造性制订了真菌农药产品的5种剂型的标准编写规范。

该标准规定了真菌类农药术语，制订了产品标准的鉴定技术和检测方法的规范性编写要求。 其内容简洁明了，文字精炼，

实用性和操作性强，适合我国国情，是一个比较完整、严谨、科学的系列基础标准。 同时也填补了我国和国际农药标准规范文本

中微生物类真菌农药部分的空白，使我国真菌农药标准走进世界先进水平的行列。

该标准的实施将统一和规范真菌农药产品质量管理，有助推动我国真菌农药的产业化，促进我国真菌农药的生产、经营、使

用、管理和科研的发展，有助于我国真菌农药行业与国际接轨，促进对外交流和国际贸易，有助于促进我国真菌农药走进国际市

场的大舞台。

该标准在真菌农药界首次出现，是具有一定探索性和规范性的标准。 它对微生物农药领域的各种产品标准和质量都将会起

到积极的参考和推动作用，势必会促使微生物农药的大力发展，它将为保护环境、保护人类和保护地球的公共事业做出应有的贡

献。 (王以燕、农向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