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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某电站 300 MW燃煤锅炉 , 基于专门开发的

CFX-TASCFLOW软件平台 , 将额定负荷下空气气氛 、不同

初始氧浓度  (O2 =21%、 30%、 35%、 40%)的 O2 /CO2 气

氛 , 共五种工况下的炉内流动 、燃烧及污染物生成进行了数

值模拟。计算结果表明:O2 /CO2燃烧方式下 , 炉膛出口烟气

中 CO2的浓度均可达到 90%以上 ,便于 CO2的回收;随着初

始氧浓度的增大 , 炉内的火焰温度提高 , 沿炉膛高度方向温

度的降低幅度增高 , 炉膛出口烟气温度降低 , NOx的生成量

小于空气气氛;飞灰可燃物在初始氧浓度为 21%时最高 , 在

初始氧浓度增至 30% ～ 40%时 , 飞灰可燃物大幅度下降;

30%的初始氧浓度是比较合理的富氧燃烧浓度。

关 键 词:电站锅炉;火焰温度;氧浓度;O2 /CO2 气氛;

NOx;数值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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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目前 ,对 NOx排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针对 NOx

释放的控制技术方面 ,如再燃技术 、SCR和 SNCR技

术等。 O2 /CO2燃烧方式(又称为 “富氧燃烧”)不仅

能把 CO2浓度提升到 90%以上 ,还能大幅度地减少

SO2和 NOx的排放 ,实现污染物的一体化协同脱

除
[ 1 ～ 2]

。国内外学者对燃煤 O2 /CO2气氛下 NOx生

成与排放规律的研究主要基于实验装置 ,由于实验

条件局限在煤粉堆积状态及 700 ～ 1300 ℃下
[ 3 ～ 5]

,

因而锅炉的内部燃烧过程与这些实验环境有很大的

差距。据此利用数值计算方法 ,了解炉内过程 ,全面

模拟炉内的湍流流动 、传热 、燃烧和污染物释放规律

等是很有必要的 。

TSACFLOW-CFX/COALFIRE是结合四角切圆

煤粉锅炉燃烧环境下 NOx的生成特点而开发设计

的 ,很详细地考虑四角切圆锅炉的结构细节
[ 6 ～ 9]

,计

算模型精细化程度较高 ,其预测的各主要参数的变

化趋势能够满足实际燃烧运行调整的需要。本研究

针对某电站 300 MW燃煤锅炉 ,基于 CFX-TASC-

FLOW软件平台 ,将额定负荷下空气气氛 、不同初始

氧浓度  (O2 =21%、30%、35%、 40%)的 O2 /CO2

气氛 ,共五种工况下的炉内流动 、燃烧及污染物生成

进行数值模拟 ,分析初始氧浓度对 NOx排放量及燃

尽效率的影响规律 ,为现有燃煤电站锅炉中采用

O2 /CO2燃烧方式的锅炉燃烧器设计提供参考依据 。

1　研究对象

图 1为模拟某电厂 300 MW四角切圆燃烧锅炉

炉膛和燃烧器各层喷口布置情况。配 6台(1台备

用)中速磨直吹制粉系统 ,每角燃烧器为 6层一次

风喷口 ,顶部独立布置燃尽风风口 。燃烧器上下摆

动摆角为 ±30°,炉膛中心形成直径为 900 mm的逆

时针切圆 。该锅炉所燃褐煤煤种的工业分析和元素

分析如表 1所示。

图 1　炉膛及燃烧器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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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煤的工业分析和元素分析

工业分析 /% 数值 元素分析 /% 数值

Mar 32.1 Car 36.28

Aar 17.89 Har 2.64

Var 24.7 Oar 10.11

FCar 25.31 Nar 0.63

Qnet.ar/kJ· kg
-1 13 290 Sar 0.35

图 2　计算区域网格生成

2　计算模型

2.1　流动与燃烧模型

计算区域为冷灰斗至炉膛出口 , (如图 1所

示)。网格划分使用 ICEM软件 ,最终生成 840 909

个网格 ,如图 2所示。数值模拟采用三维稳态计算 ,

湍流气相流动采用 k-ε双方程模型 ,在近壁面处采

用 log-law壁面函数法处理 ,燃烧反应采用多步涡

团耗散模型 ,颗粒项采用拉格朗日颗粒轨道模型 ,辐

射传热采用扩散模型 ,计算区域内的速度 、温度 、氧

浓度 、NO浓度 、CO浓度收敛标准为残差小于 10
-4
。

2.2　NO生成模型

NO生成模型分为:热力型 NO、快速型 NO和燃

料型 NO生成模型 ,其反应机理如图 3所示 ,反应 1、

2为燃料 N的释放反应 , 3、4、5为 NO生成反应 , 6、

7、8为 NO还原反应 。燃料型 NO是由燃料 N生成

的 。在煤粉炉中 ,燃料型 NO可占总 NO生成的

75% ～ 95%,热力型和快速型 NO主要由空气中的

氮气氧化而来。燃料 N在煤颗粒升温热解过程中 ,

一部分成为挥发份 N随挥发份释放 ,直接生成 HCN

(反应 1),一部分成为焦炭 N随煤焦燃烧释放 ,直接

生成 NHi(反应 2)。 HCN氧化生成 NHi(反应 3),

NHi若被氧化则生成 NO(反应 4)。 N2可直接氧化

为热力型 NO(反应 5)。已生成的 NO可通过反应

6、7、8分别与 CHi, NHi和煤焦反应 ,被还原成为

N2。

图 3　NO反应机理

在 O2 /CO2燃烧方式下 ,助燃气氛中没有 N2的

存在 , NO的生成主要来源于燃料 。此时 , NO的排

放特性除了受过量空气系数 、反应温度 、炉内停留时

间的影响外 ,另外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 O2 /CO2

的体积比。不同 O2 /CO2配比下 NO的生成和还原

较空气气氛下有较大的区别 , O2 /CO2燃烧方式下 ,

烟气成分的不同使得上述各反应的反应速率发生变

化 ,大量的 CO2会在燃烧开始时与碳发生还原反

应 ,生成较高含量的 CO,虽然单纯煤焦还原 NO的

能力有限 ,但在高温下 , CO对煤焦与 NO间的反应

有显著的催化作用 ,使图 3中反应 7的速度加快。

3　计算工况

表 2为各工况数值模拟汇总表 ,各工况燃煤量

均与空气燃烧方式保持一致 ,输入氧量满足燃烧化

学当量比 1.2,考虑到输送煤粉的需要 ,工况四 、五

的一次风量与工况三保持一致。另外 ,工况四 、五由

于总风量的减少 ,在一次风量保持与工况三一致的

情况下 ,二次风量较标准工况(工况一)降低很多 ,

为保持二次风的刚性 ,最上面一层燃烧器不再投入。

4　模拟结果与分析

4.1　计算结果与实验结果比较

为了验证计算模型的准确性 ,将空气燃烧方式

下的计算结果与实验结果进行了对比。采用抽气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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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偶对炉内烟温的 4个不同位置处进行了测量 ,实

测烟温与相应位置计算温度对比如表 3所示。经过

对比 , 4个测点处计算值与测量值相对误差均小于

3%。可以看出 ,计算结果与实测结果间确有误差 ,

但计算模型中对不同部位炉墙的边界条件的设定并

不能完全和实际运行条件相同 ,因此计算误差的产

生是难以避免的 ,但产生的误差可以为工程应用所

接受 ,这表明计算所采用模型以及边界条件和入口

条件的设定是合理的 。

表 2　各工况数值模拟条件汇总表(kg/s)

模拟工况(体积比)需要氧量 CO2量 一次风量 二次风量 燃煤量

空气气氛 72.6 0 112.7 185.1 59.4

21%O2 /79%CO2 72.6 375.1 160.7 264.6 59.4

30%O
2
/70%CO

2 72.6 232.3 109.5 182.9 59.4

35%O2 /65%CO2 72.6 185.9 109.5 136.4 59.4

40%O2 /60%CO2 72.6 149.7 109.5 103.5 59.4

表 3　计算结果与实测值比较

测点 炉膛高度 /m 实测值 /℃ 计算值 /℃ 相对误差 /%

1 23 1 570 1 610 2.548

2 29 1 495 1 511 1.07

3 36 1 388 1 360 2.017

4 45 1 120 1 092 2.5

4.2　初始氧浓度对温度场的影响规律

不同工况下沿炉高方向截面平均烟气温度如图

4所示。从图中曲线可以看到 ,各个工况下炉内温

度的变化规律基本一致 ,总体上是沿高度的增加快

速升高 。 O2 /CO2体积比为 21%/79%时炉膛的理

论燃烧温度较空气气氛下低 300 K左右 ,这是由于

烟气成分中大量 CO2的存在使得辐射吸收系数以

及混合气氛下的比热容较空气气氛高 ,虽然辐射吸

收系数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加大火焰与壁面的

辐射换热 ,但远不如气相温度对辐射换热的影响大 ,

因此 O2 /CO2体积比为 21%/79%的工况下炉膛出

口烟气温度并不会比空气气氛下低太多;提高混合

气氛中 O2 /CO2的体积比 ,炉内的火焰温度水平逐

渐提高 , O2 /CO2的体积比为 30%/70%的工况与空

气燃烧的情况最为相近。随着初始氧浓度的逐渐提

高 ,燃烧器区域之后炉内温度下降也较快 ,图 5为各

种工况下炉膛出口烟气温度比较图 ,由图可以看出

随着初始氧浓度的提高 ,炉膛出口烟温逐渐减低 ,在

40%O2 /60%CO2气氛下炉膛出口烟温较空气气氛

下降低约 70K,这说明随着初始氧浓度的增大炉膛

内的辐射换热增强 。

图 4　截面平均温度沿炉膛高度的变化

1:空气气氛;2:21%O
2
/79%CO

2
;3:30%O

2
/70%CO

2
;

4:35%O2 /65%CO2;5:40%O2 /60%CO2

图 5　各种工况下炉膛出口烟温比较

4.3　初始氧浓度对组分场的影响规律

图 6 ～图 9分别表示 5种工况下沿炉高方向

CO2、CO、O2和 NO的浓度曲线。结合图 4分析 ,各

个工况下高温区对应的 CO的浓度较高 , CO2、O2浓

度却较低 。由图 7可知 , CO沿炉膛高度出现两次峰

值 ,第一次是在下二次风区域 ,此处对应炉膛低温

区 ,高浓度煤粉缺氧燃烧使得 CO浓度较高;第二次

是在燃烧器中上部区域 ,此处对应炉膛的高温区 ,在

高温区煤粉燃烧剧烈消耗氧气 ,并且造成周围氧气

不能完全燃烧而生成较多 CO。随炉膛高度的增加 ,

CO被逐渐氧化生成 CO2 ,使得 CO2增加 , O2和 CO

随之减少 ,炉膛出口处达到完全燃烧 。在 O2 /CO2

气氛下 ,随着初始氧浓度的升高 ,烟气中 CO的浓度

也相应升高 ,而 CO浓度的增大会增强炉内的还原

性氛围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 NO的生成 ,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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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NO的还原。

图 6　截面平均 CO2浓度沿炉膛高度变化

图 7　截面平均 CO浓度沿炉膛高度变化

在下一次风以下的炉膛区域 ,由于下二次风的

影响 ,氧量充足使得燃烧充分 ,从而导致该区域中心

温度也比较高 ,有利于 NO的生成 ,并且随着初始氧

浓度的增大 ,炉膛理论燃烧温度剧烈上升 ,该值也增

加较大 。由图 9还可看出 ,与空气气氛相比 ,在相同

初始氧浓度的 O2 /CO2气氛下 , NO的生成量降幅较

大 ,随着初始氧浓度的提高 ,虽然炉内氧化性气氛有

所增强 , NO排放浓度增大 ,但此时的 NO浓度仍然

低于空气气氛下的 NO浓度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

一方面是气氛中没有 N2 ,这就避免了热力型 NO和

快速型 NO的生成;另一方面则主要是初始高浓度

CO2的存在增加了 CO形成的机会 ,还原气氛的形

成使产生的 NO被还原降解 。 30%O2/70%CO2 、

35%O2 /65%CO2 和 40%O2 /60%CO2工况下炉膛

出口 NO排放量分别为 481.25、475.77和 460.61

mg/m
3
,较空气气氛下分别降低 38.19%、38.89%、

40.84%。这说明 O2 /CO2燃烧方式下随着初始氧

浓度的增大炉膛理论燃烧温度大幅上升 ,但是烟气

中较高的 CO2浓度使 NO还原效应增强 ,削弱了 NO

随温度的响应 ,并且初始氧浓度由 30%升高到 40%

炉膛出口 NO浓度有很小的回落 ,即初始氧浓度的

增大不会提高 NO的生成量 ,这对电站锅炉煤粉的

富氧燃烧应用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

图 8　截面平均 O2浓度沿炉膛高度变化

图 9　截面平均 NO浓度沿炉膛高度变化

4.4　初始氧浓度对飞灰可燃物的影响规律

　　表 4为各个工况下炉膛出口飞灰可燃物含量的

比较 ,可以看出 21%O2 /79%CO2气氛下炉膛出口

飞灰可燃物含量可达 12.83%,这是因为该气氛下

较低的燃烧温度使得其燃烧速率较空气气氛缓慢 ,

尽管生成很多的 CO,但燃烧时间延长 、燃尽温度提

高 ,不利于煤焦的燃烧和燃尽
[ 10]
。随着初始氧浓度

的提高 ,燃尽率大幅提高 ,在 30%O2 /70%CO2气氛

下飞灰可燃物含量降到 0.35%,随着氧浓度的进一

步增大 ,在进行模拟过程中 ,考虑到输送煤粉的需

要 , 35%O2 /65%CO2 、40%O2 /60%CO2工况采用了

与 30%O2 /70%CO2工况相同的一次风量 , 在相同

燃煤量的前提下 , 35%O2 /65%CO2、 40%O2 /60%

CO2工况二次风量的减少导致燃烧后期氧量不足 ,

·219·



热 能 动 力 工 程 2010年　

飞灰含碳量有所增大 ,燃尽率降低 ,这可以通过改进

燃烧器进行调节 。

表 4　炉膛出口飞灰可燃物含量比较

O2 /CO2 体积比 飞灰可燃物含量 /%

　空气气氛 　　1.30

　 21%/79% 　　12.83

　 30%/70% 　　0.35

　 35%/65% 　　1.63

　 40%/60% 　　2.39

5　结　论

在 O2 /CO2体积比为 21%/79%的情况下 ,与空

气气氛相比 ,烟气辐射增强加大了火焰与壁面的辐

射换热 ,降低了炉膛火焰温度水平;当初始氧浓度提

高到 30%时 ,炉内的火焰温度水平提高并且与空气

燃烧工况相当 ,继续提高至 35% ～ 40%时 ,炉膛出

口烟气温度较空气气氛降低 40 ～ 70K。

O2 /CO2气氛下 NO的生成量均小于空气气氛 ,

一是由于 O2 /CO2气氛下无 N2 ,避免了热力型 NO和

快速型 NO的生成;二是由于初始高浓度 CO2的存在

增加了 CO形成的机会 ,还原气氛的形成使产生的

NO被还原降解。随着初始氧浓度的增大并不会提高

NO的生成量 ,初始氧浓度为 30% ～ 40%时 , NO生成

量比空气燃烧工况下降低 38.89% ～ 40.84%,而在初

始氧浓度为 30%时 ,飞灰可燃物含量最低 。

兼顾到燃尽效率与 NO生成量 ,富氧燃烧方式

下初始氧浓度取为 30%比较合理 ,更高的氧浓度对

NO的减排作用不明显 ,而且存在输粉安全及过强

的还原气氛增加了水冷壁高温腐蚀与结渣的可能性

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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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 ,以及 CaSO3·
1
2
H2O、CaCO3 、CaSO4等脱硫物

相 。其中 CaSO3 ·
1

2
H2O是主要的含硫物相 ,且各

灰样中 CaCO3含量较大。

(4)4种脱硫灰的热重曲线在 350℃以前差别

较小 , 760℃以后基本没有失重 ,说明 760℃以后没

有激烈的分解反应。

参考文献:

[ 1] 　张瑞荣 ,贾海红.LIFAC脱硫灰的特性及其研究现状 [ J] .再生

资源研究 , 2003(2):34-37.

[ 2] 　沈晓冬 ,等.LIFAC脱硫粉煤灰物相分析 [ J] .建筑材料学报 ,

2002, 5(4):12-14.

[ 3] 　杨南如.无机非金属材料测试方法 [ M] .武汉:武汉工业大学

出版社 , 1990.55-58.

(本文责任编辑　陈　滨)

·220·



热 能 动 力 工 程 2010年　

willapproachtheshellwallsurfaceatthelocationof5.2Dintheaxialdirection, andthequasifreevortex, disap-

pear, thusformingafullrigidvortexbelowtheabove-mentionedlocation.Fortheriserswithadiameterof135mm

and180 mm, thevalueandlocationofthemaximaltangentialspeedwillundergoasimilarchange.Onthisbasis,

thedefinitionofthenaturalcyclonelengthofthecycloneseparatorwaspresented, i.e.thedistancefromthelower

portoftherisertothelocationwherethequasifreevortexdisappearsshallbedefinedasthenaturalcyclonelength

Lcoftheseparator.Theresultoftheformula(5)wasgivenaccordingtothetestresults.Finally, byanalyzingthe

attenuationcharacteristicsoftheswirlingflowinthecycloneseparatorandtheenergytransferprocessbetweenthe

twovortexes, furtherexplainedwasthephysicalmeaningofthenaturalcyclonelengthofthecycloneseparator.

Keywords:cycloneseparator, naturalcyclonelength, gas-phaseflowfield, swirlingflow, attenuation

烟气循环流化床脱硫灰特性研究 =StudyoftheDesulfurizedAshCharacteristicsofaFlue-gasCirculating

FluidizedBed[刊 ,汉 ] / XUXi-ren, GUIKe-ting(CollegeofEnergySourceandEnvironment, SoutheastUniver-

sity, Nanjing, China, PostCode:210096), MAChun-yuan, WANGWen-long(CollegeofEnergySourceand

PowerEngineering, ShandongUniversity, Jinan, China, PostCode:250061)//JournalofEngineeringforThermal

Energy＆Power.-2010, 25(2).-211 ～ 215

Withthedesulfurizedashproducedinthetypicaldesulfurizationprocessinafluegascirculatingfluidizedbedser-

vingasasample, byusingsuchmethodsastheoreticalanalysis, chemicalanalysis, electronictelescopescanning,

thermogravimetryanalysisandX-raydiffractionanalysisetc., moreorlesssystematicallystudiedweresuchcharac-

teristicsasthechemicalcomposition, morphologicalappearanceandphysicalphasecompositionetc.ofthedesulfu-

rizedash.Ithasbeenfoundthatthedesulfurizationreactionscanplayaroleoferodingtherawashparticlesfrom

pulverizedcoalandthereexistsaconspicuousagglomerationeffectinthedesulfurizationtower.Themainphysical

phasecompositionofthedesulfurizedashincludespulverized-coal-producedashphase, suchasmullite, quartzand

Fe2O3 etc., anddesulfurization-producedphysicalphase, suchasCaSO3
1
2
H2O, CaCO3 andCaSO4 etc.Itis

worthpayingattentiontothefactthatCaSO3
1
2
H2Orepresentsthemainsulfur-containingphysicalphaseandthe

CaCO3 contentinvariousashsamplesisrelativelybig.Keywords:flue-gascirculatingfluidizedbed, desulfurized

ash, fluegasdesulfurization, physicalphasecomposition, characteristicsanalysis

初始氧浓度对锅炉富氧燃烧和 NOx排放的影响 =TheInfluenceoftheInitialOxygenConcentrationon

BoilerOxygen-enrichedCombustionandNOxEmissions[刊 , 汉 ] / YANWei-ping, MICui-li, LIHao-yu

(EducationMinistryKeyLaboratoryonPowerPlantEquipmentConditionMonitoringandControl, CollegeofEner-

gySourceandPowerEngineering, NorthChinaUniversityofElectricPower, Baoding, China, PostCode:

071003)//JournalofEngineeringforThermalEnergy＆Power.-2010, 25(2).-216 ～ 220

Fora300MWcoal-firedboilerinapowerplantandonthebasisofaspeciallydevelopedsoftwareplatformCFX-

TASCFlow, numericallystudiedweretheflow, combustionandpollutantproductioninthefurnaceundertherated-

loadairenvironmentintheO2 /CO2 atmosphereofvariousinitialoxygenconcentrationsφ(O2)=21%, 30%, 35%

and40% totalingfiveoperatingconditions.ThecalculationresultsshowthatundertheO2 /CO2 combustionmode,

theCO2 concentrationofthefluegasattheoutletofthefurnacecanreachover90%, facilitatingtherecoveryof

CO2.Withanincreaseoftheinitialoxygenconcentration, thein-furnaceflametemperaturewillgoup, thetemper-

aturedropmarginalongthefurnaceheightdirection, increase, andthefluegastemperatureattheoutletofthefur-

nace, godown.TheamountofNOxproductbeinggeneratedwillbelessthantheairquantity.Thecombust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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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oftheflyingashwillbethehighestwhentheinitialoxygenconcentrationis21%.Itwilldropbyagreat

marginwhentheinitialoxygenconcentrationincreasesto30% ～ 40%.Thus, 30% initialoxygenconcentrationis

consideredasacomparativelyrationalchoicefortheoxygen-enrichedcombustion.Keywords:utilityboiler, flame

temperature, oxygenconcentration, O2 /CO2 atmosphere, NOx, numericalsimulation

1 000 MW机组锅炉氮氧化物排放影响的试验研究 =ExperimentalStudyoftheInfluenceofNOxEmissions

fromtheBoilerofa1000MWPowerPlant[刊 ,汉 ] / GAOXiao-tao(JiangsuElectricPowerTestandResearch

Co., Ltd., Nanjing, China, PostCode211102), HUANGLei, ZHANGEn-xian(JiangsuFrontierElectricPower

TechnologyCo.Ltd.Nanjing, China, PostCode:211102), ZHANGMing-yao(CollegeofEnergySourceandEn-

vironment, SoutheastUniversity, Nanjing, China, PostCode:210096)//JournalofEngineeringforThermalEnergy

＆Power.-2010, 25(2).-221 ～ 225

Onthebasisoftheon-sitetestmethodsforcombustionadjustment, asystematicstudyandanalysiswasperformedof

theNOxemissionscharacteristicsofa1 000 MWultra-supercriticaltangentially-firedboilerinapowerplantalong

withitsinfluencingfactors.Inthelightoftheoperationcharacteristicsoftheboilercombustionsystem, mainly

studiedweresuchinfluencingfactorsastheoxygenquantity, load, burn-outairquantity(includingadditionalair

andover-firedair), airquantityandairdistributionmodeforburnersinthemaincombustionzone, ballmillopera-

tioncombinationmode, swayingangleofburnersandcoalranksetc.Thetestandresearchresultsshowthatasan

airstagedcombustioninthefurnaceisadopted, itisdecisivethatthechangeofcoalqualitywillremarkablyaffect

theconcentrationofNOxemissions.Thechangeoftheoxygenquantityduringtheoperationisanimportantfactor

influencingtheconcentrationofNOxemissions.Withanincreaseoftheoxygenquantity, theconcentrationofNOx

emissionsfromtheboilerwillincreaselinearly.Theboilerloadisalsoamajorfactorinfluencingtheconcentration

ofNOxemissions.Theextentofsuchaninfluencedependsontheboilerloadandtheoperatingoxygenquantity

duringthecorrespondingload.Theswayingoftheburnerspoutandthechangeoftheballmilloperationmodewill

exerciseasignificantinfluenceontheconcentrationofNOxemissionsfromtheboiler.Relativetotheinfluenceex-

ertedbytheabove-mentionedfactors, undertheconditionthatalargeamountofburn-outairismaintainedtoreal-

izeanairstagedandfractionalcombustion, thechangeoftheprimaryandsecondaryairdistributioninthemain

combustionzonehasaweakinfluenceontheconcentrationofNOxemissions.Keywords:ultra-supercriticalboiler,

lowNOxcombustion, NOxemissions, burnerairfeed, airdistributionmode, operatingfactors

依托高楼的太阳能热气流电站系统的 CFD模拟 =CFD(ComputationalFluidDynamics)Simulationofa

SolarEnergyHotAirstreamPowerPlantSystemInstalledinaHighBuilding[刊 ,汉 ] / ZHOUYan, LIJie-

hao, LIQing-ling(CollegeofElectromechanicalEngineering, Qingdao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

Qingdao, China, PostCode:266042)//JournalofEngineeringforThermalEnergy＆Power.-2010, 25(2).-

226 ～ 229

Designedwasasolar-energyhotairstreampowerplantinstalledinahigh-risewithacorrespondingmathematical

modelbeingestablished.ByusingsoftwareFluent, anumericalsimulationwasperformedoftheflowandtempera-

turefieldsinthepowerplantsystemunderdiscussion.Moreover, thepowerplantconfigurationalsounderwentan

optimizeddesign.Thesimulationresultsindicatethatwithanincreaseofthesmokestackheight, theairstreamtem-

peratureinthesmokestackwillceaselesslyriseanddropslightlyattheoutletasinfluencedbythereturnflow.

Withtheairstreamvelocityeverincreasing, theairstreampressuredistributionwillfirstdecreaseandthenincrease.

Inthemeantime, astheairstreamisbeingheatedbyaplate-typeheatcollector, theairstreamtemperaturedistribu-

tioninthesmokestackisnothomogeneous.Theplatetypeheataccumulatorcanbedesignedasonewithfinne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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