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热量进一步划分。这些规则知识也是符合实际的

煤粉燃烧物理过程。当煤质燃烧后释放出的热量低

时 ,相对的主蒸汽蒸发量小。同时 ,低煤质的煤粉往

往含有较高的杂质成份 ,致使其在炉膛中燃烧缓慢 ,

并难以完全燃尽 ,就被配风带走 ,造成炉膛出口烟温

和排烟温度偏高。高煤质的煤粉在炉内燃烧迅速 、

发热量大和易燃尽 ,所以燃烧后产生的蒸汽量大。

而且燃烧后的烟气由于充分地与受热面进行了热交

换 ,降低了排烟温度和炉膛出口烟温。

4　结果探讨

(1)虽然一些有经验的运行操作员或电站专业技

术人员也能够得出类似的规则诊断结果 ,但是通过数

据挖掘实现规则知识提取的意义在于:通过数理统计

技术和机器学习等人工智能方法 ,在无需人为干预的

情况下 ,实现了规则知识的自动推理和表达。为今后

火电站更高级的人工智能系统(如专家系统 ES 、智能

决策系统 IDSS)开发奠定了应用基础[ 8] 。

(2)专家对规则知识的提取是人脑对适量数据

推演和归纳的过程 ,但是面对数据库中海量数据 ,即

使是最简单的规则知识 ,人脑也很难对其作出判断

和提取 。对于机器算法 ,则不存在这样的困惑。事

实上 ,在实际的应用中 ,可以先用数据挖掘算法对海

量数据进行初步的知识挖掘 ,然后再由领域专家综

合更复杂的因素和情况 ,对机器算法挖掘出的贫乏

知识进一步深入挖掘 ,从而得出较有价值的信息。

(3)本文中的诊断方法是针对某类具体的应用

环境而提出的 ,应用时应加以区分和注意。如针对

主要由燃料低位发热量波动引起的锅炉燃烧问题 ,

采用此方法较为有效 。将提取的规则知识以开环的

方式显示给操作员 ,人工地调整和优化燃烧 。同时 ,

也可以对规则知识进行适当处理后 ,以闭环方式引

入燃烧控制系统(BMS)中 ,自动地调节优化锅炉燃

烧。

(4)关于关联规则分析的样本空间 ,本文只提取

了与锅炉燃烧相关的 10个参数数据集 ,如果能适当

地 、合理地引入更多与燃烧有关(间接相关)的参量

数据 ,则可能挖掘出更多深层次的规则知识。

综上所述 ,利用数据挖掘中的数据智能分析手

段 ,对 300MW锅炉燃烧数据进行了关联信息分析 ,

提取了较有价值的煤粉发热量诊断规则知识 。结合

现场数据曲线 ,对规则进行了物理过程分析 ,验证了

挖掘结果的正确性 ,燃烧煤质的规则提取研究 ,不但

为锅炉燃烧煤质实时评估和计量提供了手段 ,而且

为锅炉燃烧优化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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锅炉控制

锅炉机组最佳生态控制系统的构成

　　据《Энергетика》2006年 1-3月号报道 ,白俄罗斯国立技术大学的专家对锅炉机组最佳生态控制系统进

行了探讨和研究 。下列措施能够降低锅炉机组的有害排放物:

·改变锅炉炉膛内的过量空气系数;　　　·烟气再循环;

·把蒸汽或雾化水供入火焰; ·改变热空气的温度。

提出了有关锅炉机组生态控制的数学模型 ,在使锅炉机组工作经济性降低到最小的同时能使有害排放

物(特别是使NO x)的排放减少。

根据制定的数学模型提出了生态控制系统 ,利用微处理机调节器可以实施该系统。

(吉桂明　供稿)

·28·　　　 热 能 动 力 工 程 200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