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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G- 75 /5. 3- M3型循环流化床

锅炉点火时存在的问题

李志旺　王伟东

(黑龙江省电力试验研究所 )　 (哈尔滨气化厂热电分厂 )

　 　〔摘要〕介绍了 UG- 75 /5. 3- M3型循环流化床锅炉的设计特点 ,对该炉点火时存在的底

料温度加热不到设计要求、炉左侧床面结焦及对空排汽量不足等问题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并阐

述了相应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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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在循环流化床锅炉的调试中 ,锅炉点火是个棘

手的问题。新建此种锅炉往往需要十多次点火 ,影响

点火因素除调试人员的技术水平及运行人员的操作

经验外 ,设计缺陷也是影响点火的直接因素。 UG-

75 /5. 3-M3型循环流化床锅炉系次高压锅炉 ,也是

目前已投产的循环流化床锅炉中容量最大、参数最

高的炉子之一。 该型第一台锅炉安装在牡丹江市桦

林橡胶厂热电站 ,该炉第一次点火时发现有许多设

计缺点 ,致使首次点火失败 ,这里就首次点火时遇到

问题的产生根源进行分析 ,并介绍采取的相应措施。

1　UG-75 /5. 3-M3型锅炉设备简介

1. 1　基本参数

　　锅炉额定蒸发量　D = 75 t /h

　　额定蒸汽压力　Pgr = 5. 3 M Pa

　　额定蒸汽温度　 tgr = 450℃

　　上锅筒工作压力　 5. 83 M Pa

　　给水温度 　 tgs = 150℃

　　排烟温度 　θPy = 150℃

　　一次风温 　 tⅠ = 180℃

　　二次风温 　 tⅡ = 140℃

　　锅炉热效率　Z= 86. 64%

　　排污率　 2%

　　实际燃料消耗量　 17 194 kg /h

　　燃料低位发热量 Qy
dw = 13 536 k J /kg

1. 2　设备概况

　　锅炉本体由燃烧设备、给煤设备、点火装置、一

级二级分离及返料装置、水冷系统、过热器、省煤器、

空气预热器等组成 ,见图 1。

图 1　UG-75 /5. 3-M3型炉本体示意图

收稿日期　 1995-04-18



· 140· 　　　　　　　　　　　热　能　动　力　工　程 1997年

　　布风板有效面积为 8 m2 ,其上有 500个柱型风

帽 ,一次风由两侧风道进入布风板下风室 ,二次风由

布风板上不同标高处 23个风嘴进入炉膛 ,布风板上

开有两个H219的放渣孔。

　　分离装置分为二级。一级分离布置在炉膛出口 ,

采用惯性加百叶窗分离 ;二级分离布置在两级省煤

器间 ,采用百叶窗加旋风分离方式。分离出来的飞灰

均由回燃风送入炉膛。

　　该炉采用油枪点火 ,油枪可在 0～ 20°范围内摆

动 ,设计油压为 2. 0～ 2. 5 MPa ,相应的油枪出力为

400～ 500 kg /h。

2　点火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2. 1　点火预热阶段结束时床温达不到设计值 450～

500℃的原因及对策

　　用油枪加热点火底料约 2小时后 ,床温稳定在

200℃ ,无论如何调整 ,床温都不再上升 ,此温度低于

设计值。

2. 1. 1　床温低的原因分析

　　首先 ,油枪出力不足。若油枪出力达不到设计要

求 ,那么就不能将点火底料加热到所期望值。实际测

试表明 ,在 2. 0 MPa 时 ,对于设计喷口直径 H2. 0

mm ,油枪出力为 384 kg /h ,低于设计值 400 kg /h。其

次 ,火焰与料层接触不充分。 若火焰与料层接触不

上 ,那么烟气还没来得及加热底料就进入炉膛上部 ,

虽然可产生一定数量的过热蒸汽 ,但料层温度还是

上不去 ,造成火焰位置偏高的原因除油枪设计过高

外 ,还有油枪风的刚性。 点火时从观察孔可见 ,火焰

刚性较差 ,对料层加热效果较差。

2. 1. 2　解决点火床温低的对策

　　首先 ,提高油枪出力。 将油枪喷口直径由H2. 0

mm扩大至 H2. 8mm。 试验表明 ,经此改造后 ,油枪

出力可达设计要求 ( 400 kg /h , 2. 0 MPa时 ) ,改造前

后油枪出力特性曲线如图 2所示。其次 ,提高火焰刚

性。 将原油配风来风管由 H159mm改为H273 mm ,

以提高油枪风的刚性。 经此改进后 ,从炉门可见 ,火

焰直射料层 ,其刚性大大提高。

2. 1. 3　改造后的效果

　 　经上述两项改造后 ,点火底料床温可达 430～

450℃ ,实践表明 ,此温度已达到了投煤的条件。

2. 2　左半床结焦的原因及对策

图 2　 UG-75 /5. 3-M3型炉油枪改前改后试验结果

2. 2. 1　左半床结焦的原因分析

　　该炉虽系单床布置 ,但风由布风板下两侧进入

风箱 ,风箱由中间隔板将其分成左右两部分 ,隔板上

开有 440× 440 mm的风压平衡孔。

　　造成首次点火时左半床结焦的原因系左半床流

化不良 ,这在点火时可从炉门看出。左侧流化不良的

原因系左边的送风量在两侧快速风门开度相同时小

于右侧进风量 ,再加上中间隔板上开孔面积较小所

致。表 1为两侧快速风门开度相同时 ,总风门开度一

致情况下左右两侧的进风量。从表中可知 ,左侧风量

明显小于右侧风量。 造成两侧进风量不均的原因系

总风道分叉之前有一弯头 ,弯头和分叉点处无直管

段 ,而是直接相连 ,因弯头内侧 (靠近左侧风道进口

处 )产生涡流 ,使弯头截面外侧风速高 ,且为向前流

动 ,导致左侧进风量小于右侧进风量。

表 1　在总风门开度为 70%时两侧风量

左 /右快速风门的开度

%

左侧进风量

(m3 /h )

右侧进风量

(m3 /h )

20 /20 6 261 26 040

40 /40 6 316 40 761

60 /60 11 045 42 398

80 /80 15 125 38 283

100 /100 18 971 35 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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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风道及风室示意图

2. 2. 2　左半床结焦的解决措施

　　从上述分析可知 ,造成左半床点火时结焦的主

要根源系左侧风量低 ,为此在不改动设备的情况下 ,

可采用两侧快速风门平衡两侧风道阻力。 实际测试

表明 ,左侧风门全开 ,右侧风门置于 50%的位置上能

使两侧进风量相等。 实践表明 ,采取这种措施后 ,左

床结焦现象不再发生。

2. 3　对空排汽量不足的解决措施

　　对空排汽量不足 ,将使饱和温度上升较快 ,甚至

有超压的危险 ,因循环流化床点火阶段中存在煤的

爆燃。该炉过热器集箱上装有一只H57× 3. 5mm的

对空排汽管 ,长为 15m ,出口还装有消音器 ,对空排

汽管上除一电动门外 ,还有一手动截止门 ,若不考虑

截止门阻力及消音器阻力 ,则排汽管阻力系数〔1〕为

a= λ
l
d

=
1

( 1. 14+ 2 lg
d
Δ

) 2
×

15
0. 05

　 =
1

( 1. 14+ 2lg
0. 05

0. 2× 10- 3 )2

×
15

0. 05
= 8. 5

　　 式中 ,a为阻力系数 , l为管子长度 ,d 为管子内

径 ,λ为沿程阻力系数 ,Δ为无缝钢管粗糙度 ,Δ= 0. 2

mm〔1〕。当汽压 P为 2. 5 M Pa,汽温为 450℃ 时 ,相应

蒸汽比容 v为 0. 1327 m3 /kg〔2〕 ,此时该管排汽量为

　　 D1 =
c
4
d2  

2P  v
a

 
1
v

　　　　 =
c
4

× 0. 052 ×
2× 2. 5× 106

8. 5× 0. 1327

　　　　 = 4. 15 kg /s

即 D1 = 15 t /h。

　　点火结束时 ,维持床温稳定的给煤量为 5. 8

t /h,给水温度为 20℃ ,相应焓为 84. 0 k J/kg ,点火时

煤热值为 Qy
dw = 15 229 k J /kg ,则要使汽压 P不超过

2. 5 M Pa ,汽温不超过 45 ℃ (相应焓为 h = 3352

k J/kg )时必须排出的过热蒸汽量为

　　D0 =
Z B  Qy

dw

h - ig s

　　　　 =
0. 8662× 5. 8× 15229

3352 - 84
= 27 t /h

式中 ,Z为锅炉效率 ,取Z= 0. 8662(设计值 ) ; B为给

煤量 , ig s为给水焓。

　　可见原设计的对控排汽管的排汽量远小于锅炉

点火升压时所要求的排汽量。为此 ,在过热器出口集

箱上又增加了一根Υ57× 3. 5的排汽管 ,点火实践表

明 ,两个对空排汽管都全开后 ,点火结束时 ,可使汽

压 P控制在 2. 0 M Pa左右 ,且过热蒸汽不超温。升压

速度在允许范围内。

3　结论

　　循环流化床锅炉的点火是此类锅炉调试工作中

关键一步 ,设计缺陷直接影响点火成败。 实践证明 ,

UG- 75 /5. 3- M3型循环流化床锅炉油枪风管由

H159改为H273及油枪喷口由H2. 0改为H2. 8能有

效地提高点火底料温度 ;增加一根过热器排汽管能

有效地控制升压速 ;用快速风门调节两侧进风道的

阻力能使两侧进风量均匀 ,防止因某侧进风量低流

化不良而结焦。该炉第二次点火成功的实践也表明 ,

上述改进措施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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