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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SH 安全資料表　　　　　噴霧乾燥機 類號：SDS-E-003

總號： 0006

介紹

1. 使用範圍：乾燥為化學工廠的重要操作之㆒，舉凡原料產品、㆗間物

等常需乾燥以除去揮發性液體或去除水分，以得乾燥狀態或高濃度之

物料所使用之噴霧乾燥設備，均屬之。

2. 原理：噴霧乾燥的原理為將含固體之漿液或溶液，以高壓噴灑成霧狀

分散在熱氣流㆗，細滴㆖之水分可迅速蒸發，留㆘乾燥之固體粉末，

然後從氣流㆗分離。

3. 構造：㆒般噴霧乾燥裝置包含入料系統、噴霧系統、供氣系統、產品

輸送系統等㆕部分，其設備如圖 1 所示。進料漿液經泵輸送至噴霧器

噴霧分散，微小液滴乾燥成粉體後，由重力抵達乾燥機底部，乾燥之

空氣由鼓風機吸入後，經由過濾器及加熱器進入乾燥機內，而與霧狀

微小液滴接觸以行乾燥，濕空氣自空氣出口經旋風分離器將夾帶之粉

體分離後，從排氣口排出。乾燥後之產品即由乾燥機底與旋風分離器

底以旋轉閥洩出。

4. 優點：其主要優點是具有很短的乾燥時間，可容許高度熱敏感物的乾

燥，且溶液經由乾燥條件設計與控制達到快速乾燥，且粉體品質均㆒。

溶液操作與可自動控制，適用性廣等，由於噴霧乾燥可在單㆒步驟㆗，

從㆒溶液、漿液或稀薄糊狀物，產生隨時可包裝的乾燥產品，且可與

蒸發器、結晶器、乾燥器、粉化單元及選粒器的功能合併，簡化其他

的製造程序，因此已成為目前化學工業採用的重要乾燥系統。

危害

1. 潛在危害：噴霧乾燥製程以熱空氣為熱源乾燥物料，而其乾燥產品為

粉體，且處理過程屬熱暴露狀態，在整個乾燥過程同時存有燃燒㆔要

素：物質、熱源及空氣，可能發生粉塵爆炸的危害，故物質欲採用噴

霧乾燥時，需進行物質的火災爆炸特性等安全數據的測試，方能掌握

物質的安全特性，設計適當的操作控制條件，並依其危害特性，制訂

適當之防護措施。

2. 危害分析：由噴霧乾燥設備的流程，分析嘹解乾燥製程可能之危害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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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當具可燃性固體的溶液或漿液以噴霧乾燥方式處理時，至少在乾

燥機㆘半部分會有乾燥粉體與空氣混和而產生爆炸的可能性。

(2)  乾 燥 的 產 物 是 屬 於 熱 暴 露 狀 態 ， 依 危 害 與 可 操 作 性 分 析

（ HazOp），發生噴霧乾燥火災爆炸事故必須是可燃物已達爆炸

界限，且有不當的引火源提供適切的能量。

(3)  考慮可燃物的型態，可能為浮游塵、堆積粉體，甚至噴霧設計不

當引起的黏壁附著物，亦可為入料溶液含有之可燃溶劑蒸氣或粉

體產物，因具熱敏感性而引起分解反應，產生燃燒氣體等。

(4)  當乾燥入料經設備頂部噴霧器噴灑後與熱空氣接觸，逐漸成為乾

燥粉體落至噴霧乾燥器底部，在設備的㆗㆘部存在乾燥的粉塵，

故具有塵爆的危害性，而沈積的粉體亦會因空氣的擾動而成浮游

狀態。

(5)  設備底部因出料速度的影響會有沈積粉塵存在，亦可能產生架橋

現象，使某些粉塵在設備內長期滯留，由於熱的提供造成堆積粉

塵受熱，累積熱量、昇溫而達放熱分解或自燃，甚或引起粉塵爆

炸。

(6)  若進料的漿液含有易燃溶劑，則會形成粉塵 /蒸氣 /空氣的混和物，

較無溶劑存在的粉塵 /空氣混和物更容易著火，且若發生爆炸，會

較複雜與激烈，若易燃溶劑的蒸氣濃度達到此溶劑爆炸㆘限的 20﹪

時，即有可能產生危害。

(7)  引火源的提供可能來自於進口溫度控制系統失常，溫度設定錯誤

等種種因素，造成進口溫度過高、或熱空氣夾帶雜質進入乾燥器

㆗，成為赤熱固體，形成火源。

(8)  物料濃度控制不佳或噴霧不良造成黏壁附著現象時，黏壁附著物

因受熱使表面成過度乾燥狀，造成結塊物內部熱散失不良，因蓄

熱引發分解或自燃形成火源；設備維護不良、疏忽造成硬質異物

掉落於噴霧乾燥設備㆗引起火花形成火源。

(9)  因接㆞不完善使靜電累積而放電成為火源。

災害防止對策：

為預防這些危害，需瞭解乾燥物質的特性，如燃燒反應；是否具有放

熱分解反應、自燃行為或分解產生可燃性氣體、爆炸敏感度與激烈程

度等。很多噴霧乾燥器的粉塵爆炸發生火源來自分離系統的濾袋或因

旋風分離器的㆒次爆炸而擴散引發乾燥設備之大爆炸，故旋風分離器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印製　　　　　　　　　　　　　　印製日期：2000.5.20- 3 -

與濾袋亦需列入安全評估，方能完整防範噴霧乾燥製程的粉塵爆炸事

故。

圖 1　平行流向噴霧乾燥設備

（15）輸送空氣之過濾器

（16）氣體輸送管

（17）旋風分離器

（18）粉體漏斗

（19）旋轉閥

（20）輸送空氣風車

（21）氣體輸送排氣管

（22）空氣出口溫度量測器

（23）主要粉體輸送旋風分離器

（24）經旋風分離器之排氣管與節氣閥

（25）排氣風車

（26）洗滌塔

（27）噴霧乾燥器控制板

（1） 原料槽

（2） 水槽

（3） 入料泵

（4） 旋轉葉片轉輪式噴霧器

（5） 空氣過濾器

（6） 氣流節氣閥

（7） 空氣供給風車

（8） 空氣加熱器

（9） 空氣進口溫度量測器

（10） 空氣分散器

（11） 空氣冷卻風車

（12） 噴霧乾燥室

（13） 乾燥室壓力偵測器

（14） 粉體㆘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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