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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t/ h链条 炉 的改进 经 验

陈光宗 周 军 (青州市热电厂 )

〔摘要〕

了一定的探索
。

关键词

本文详细介绍了 35 t邝链条炉的改进经验
,

在链条炉撤用多灰份劣质煤方面 做

链条炉 炉拱 劣质煤

一
、

前
一生一

口

在我国的煤炭生产中
,

由于劣质煤占很

大比例
,

因此动力工业的发展方向是燃用劣

质煤
。

链条炉在我国中
、

小型 锅 炉 中 是一种

重要的炉型
。

锅炉对燃料都存在一定的适应

性
,

链条炉对燃料的挥发份
、

灰份
、

粒度及

其粘结性都有严格的要求
,

燃质一旦达不到

要求
,

轻则锅炉减负荷运行
; 重则发生停炉

事故
,

由于劣质煤灰份多
、

发热量低
,

致使

着火困难
,

燃尽程度低
,

因此如何解决劣质

煤的着火问题
,

提高链条炉对 煤质 的 适应

性
,

降低对煤质的要求
,

尤其是燃用多灰份

的劣质煤
,

是链条炉函待解决的问题
。

足
,

长期低负荷运行
。

其原因主要是煤质难

以满足锅炉的要求
。

另外
,

当锅炉燃用设计

煤种时也难以达到额定负荷
。

表 1 燃用煤种

名 称 单 位 典型煤种 { 波动范围…
一

-

竺竺生…止丝巴
一

…二些二
:

竺竺竺i卫
-

一

兰燮竺二…二一阵翌1
一厂竺竺一

灰 份 A ’

} % } ” 4
·

0 5 } “ 5一 4 6

二
、

改进方案与理论分析

青州市热电厂一号炉系无锡产 U G
一

3 5 /

39
一

M 6链条锅炉
, 1 9 8 7年 4月 投 产运行

。

锅

炉设计燃料为烟煤
,

其低位发热量 2 0 3 4 Ok J /

k g ,

挥发份 V
r

2 8
.

7%
,

灰份 A
. 2 6

.

6%
。

锅炉设计参数
,

炉膛容积热负
,

荷 1 96
.

3

kw /m
s ,

炉排面积热负荷 9 7 2
.

5k w 加
2 ,

汽

包中心标高 1 3
.

5m
,

排烟温度 16 4℃
。

一号炉 自投运以来
,

锅炉出 力严 重 不

青州热电厂没有固定的煤炭来源
,

煤种

多变
,

煤质波动范围较大
,

常用典型燃料及

燃料波动范围如表 1所示
。

由此 可 见
,

煤质

在较大的范围内波动
,

且煤质较差
,

使燃料

着火延迟
,

脱火现象时有发生
,

导致炉渣可

燃物含量有时高达 40 % 以上
,

锅 炉 效 率 仅

5 0%
。

链条炉为层状燃烧
,

单面引燃
,

着火条

件较差
,

燃料着火主要依靠炉膛火焰和炉拱

的辐射
,

因此着火的关键在于提高着火区温

度水平
,

合理组织炉内动力工况
,

尽可能使火

床燃烧中心前移
,

强化炉拱对新燃料的辐射

作用
。

燃料着火之后
,

同样要利用前
、

后拱

的合理配合
,

把高温烟气引导到着火区增强

对新燃料的引燃
,

同时加强烟气的混合
、

扰

动
,

使 还 原 区 产生的可燃气体在炉内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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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
。

这样
,

炉拱的作用就显得十分重要
。

总之
,

充分利用前
、

后拱的良好配合
,

在前

拱下方形成一高温回流区
,

对劣质煤的燃烧

是十分有利的
,

为了实现这一 目的
,

对炉膛

的前
、

后拱进行了改进设计
,

同时配合一些

其它措施
,

基本解决了多灰份煤种的引燃问

题
。

1
.

炉拱改进及敷设卫燃带

按照上海工业锅炉研究所对工业链条炉

提出的推茬尺寸〔1〕
,

对劣质煤炉膛设计
,

其

后拱的遮盖率约为 60 ~ 70 %
,

这将使前拱抬

高
,

以增大炉拱喉部烟气流通截面
,

防止炉

排尾部正压现象
。

但是
,

前拱抬高后
,

其辐

射作用则相对减弱
。

显然这种炉拱布置对劣

质煤的燃烧是极为不利的
。

故前
、

后拱这样

配合是不当的
。

前拱的主要作用是反辐射来 自火焰和高

温烟气的热量
,

提供新燃料着火所必须的着

火热量
。

因而要求它要保持一 定 的 倾 角
,

使其有足够的 敞 开 度
,

以 接 受 火 焰 中心

的辐射热量 ; 另一方面又不要使 其 过 分 抬

高
,

而削弱对新燃料的辐射作用
。

从传热学

的观点来看
,

引燃拱的形状与辐射的热量无

关
,

但辐射到新煤层的位置是不同的
。

图 1

中原引燃拱为凸形弧面拱 (图中虚线所示 )
,

火点后移
。

改进的引燃拱在保证煤层厚度的

前提下尽量放低
,

增大引燃拱的面积
,

为新

煤层着火提供足够 的热量
。

同时减少煤闸处

向炉膛 内的漏风
,

以维持着火区的高温
,

保

证及时引燃
。

运行表明
,

改进后使着火点前

移 20 0 m m左右
,

炉渣可燃物含量大大降低
。

.

后拱 的作用是将高温烟气和炽热的炭粒

引导到火床的前部以促进燃烧区的高温
,

强

化对新燃料的辐射作用
。

关于后拱的布置
,

主要是后拱的遮盖率及后拱高度
。

由于劣质

煤的引燃
,

燃尽十分 困难
,

后拱的遮盖率要

尽量大一些
,

以提高拱区内的温度水平
,

从

而最大限度地降低机械来完全燃烧热损失
,

同时还要保证对新燃料的引燃
。

后拱高度的

主要作用是控制后拱出口 烟气的喷出速度
。

由于引风机的抽吸
,

后拱 出口烟气大多直接

向上流动
,

减弱了后拱的引燃作用
。

因此
,

要充分保证后拱烟气出口 的速度
,

以加大烟

气的刚性
。

根据这一原则
,

对后拱进行改进

布置
,

如 图 2所示
。

其中虚线为原拱 设 计
,

改进的后拱
,

加 长 o
.

78 m
,

后 拱 遮 盖 率 由

3 9
.

3% 提高到 5 0
。

2%
。

后拱出 口 高 度 为

1
.

14 m
,

在额定负荷下
,

后拱出口烟气 速度

火火中 丈眨眨,人中人碑碑、、 【 / 、、、

。
千 L - J

科丝丝
一

一 沪排面

图 1 前拱改进图

水平部分与煤层距离较小
,

辐射热量较少
,

大量的反射热量都射到着火后的区域
,

使着

-
- -

一
- -

一
二之三竖二牙

图 2 炉膛改进布置

在 s m /
“ 以

_

L
。

这样
,

前
、

后拱尺寸基本确走
,

其主要

尺寸见表 2
。

改进的另一措施是在两侧墙水冷壁的部

分区域敷设卫燃带
,

其位置在前拱下方着火

区
,

如图 2所示
。

两侧水冷壁各 9根 功60 的管

子 (占炉墙面积为 2 x l
.

7 5m
2

)
,

J月卫 燃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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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盖使炉膛辐射受热面减少 2 x1
.

4 9m
2,

占

炉膛总辐射受热面的 1
.

96 %
,

使炉膛出口温

度稍有升高
。

由于燃烧区受热面减少
,

水冷

壁吸热量减少
,

这样使着火区的温度水平又

有所提高
,

显然对新燃料的着火是极为有利

的
,

这在实际运行中也充分证明了这点
。

2
.

其它措施

针对锅炉出力不足
,

锅炉效率低
,

还采

取了其它措施
,

包括风室加装挡风板
,

加大

引风机容量
。

表 2 前
、

后 拱尺寸

名 称

{
单 位

{
数 据

一户进生竺生一一卜
爪

一巡
一

- 燮竺竺哩一一
一

}一兰
{

一业二
一剪垫竺登兰 - -

一 }一兰一
一二竺一

二竺整
一

一一
-

)一
一

兰一
、

一

兰兰
~

后拱 出 口烟气速度 }
` s/ 1

>8

加两道挡板
,

其位置和尺寸如图 3 所示
,

而

第一
、

五风室进风量较小
,

风速较低
,

不必

加装挡风板
。

改进的另一项措施是加大引风机容量
。

原设计选用济南 产 Y 4
一

7 3
一

1 1N o
.

1 2 D 引风

机
,

配电机 90 k w
。

运行表明
,

引风 机 风压

较小
,

负荷增加时
,

正压燃烧现象严重
。

烟道

阻力在额定负荷时达 2 54 8 P a 以
.

上
,

而原引风

机的全压为 2 8 81 一 Z o 38 P a ,

根据风机的性能

曲线可知
,

阻力增大
,

使引风量减少
,

因而

发生正压燃烧现象
。

加之多灰份的煤种
,

为

了完全燃烧需要较大的过量空气系数
,

使烟

气排量加大
。

在低负荷运行时
,

使尾部受热

面积灰加剧
,

设备停运频繁
。

负荷增加时
,

造成正压燃烧
,

炉墙损 坏
,

漏 风 加 剧
。

因

此
,

加大风机势在必行
。

改用 沈 阳 产 Y 4 -

6 8 l l N o .

12
.

5 D 引风机
,

配电机 l s Z k w
。

这

样对改进的炉膛十分有利
,

后拱加长后可有

效地防止炉排尾部正压 阴塞现象
。

一号炉系双侧进风
,

两侧各 有 五 个 风

室
,

中间用隔板分开
,

每个风室单独接进风

管
,

进风量由挡板控制 (如图3 所 示 )
。

这

样
,

沿炉排长度方向各风室进风量可根据需

要调节
。

而沿炉宽度方向
,

原设计的目的是

三
、

后拱支承工艺

士
一 6

旅
一

十
丁l5t

十
宁。 I 宁。 { 炉

汁匕 月 }云 }排

一
’

十 }火
俏风 板

! .

」亡
、

i
,

一
2 3那

进 }丈 t

图 3 风室档风板

利用进风管进入风室后截面突 扩 来 降 速增

压
,

以减少风室内分流压 增
,

实 现 进 风均

匀
。

但实际上风室内部分空间处 于 积 灰 状

态
,

使风室载面积减小
,

降速增 压 效 果 不

大
,

难以送风均匀
。

行之有效的方法是风室

内部加装节流挡板
,

增加风室 内 的局 部阻

力
,

达到送风均匀
。

在第二
、

三
、

四风室各

根据改进方案
,

在工艺方面采取了一些

简单易行的方法
,

并 且充分考虑改进工艺对

设备安全性的影响
。

前拱只是对引燃拱的形

状
、

尺寸稍作改变
,

用耐热钢筋混凝土浇注

成型即可
。

改后
,

前拱重量略有减轻
,

对设

备安全性没有影响
。

由于后拱变化较大
,

且长期处于高温环

境中
,

因此
,

加长部分的支承问题就显得十

分重要
。

为了尽量减轻后拱的重量
,

根据水

冷壁的走向
,

设计成折线状如图 2所示
。

一种

比较可靠的处理方法是更换后水冷壁弯管
,

使其前移可使后拱重量大大减轻
。

但这要更

换后水冷壁的 54 根弯管
。

需预制新管
,

焊接

工作
,

后拱盖板要重新布置
。 _

L作量大
,

施

工周期长
,

十分困难
。

现在采取的方法是保

持后水冷壁不动
,

在后水冷壁上焊接 14 根功22

的支承钢筋如图 4 所示
,

钢筋等距布置
。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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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运行
。

改前
、

改后的运行情况汇于 表 3
.

目前存在的主要间题是
:

1
.

风室加装挡风板后
,

炉排边密封漏

风加大
,

炉前漏风加大
。

此外
,

挡风板 的位
、

表 3 锅炉运行对比

项 。

{
单 位

!
改 前

!
改 后

沪排 面

图 4 后拱支承工 艺图

于后拱在浇注过程中整个棍为一体
,

后拱加

长部分和原有后拱的重量主要依靠后拱上方

盖板的工字钢来承担
,

水冷壁仅承受部分重

梦 量
。

由于加长部分重约 15 t ,

其对水冷壁的

影响还有待进一步考验
。

但从半年多的情况

来看
,

运行正常
。

最大燕发量

平均燕发量

蒸汽温度

蒸汽压力

排烟温度

给水温度

炉渣可姗物

锅炉效率

亡/ il

t / h

0

C

M P
a

o

C

0

C

%

%

2 7

2 2

4 5 0

3
。
8 2

1 6 5

1 1 2

3 3

4 5
。
5

3 6

3 0

4 50

3
。
82

1 5 2

1 1 2

2 6

6 9
。

6

四
、

运行效果及存在的问题

1 9 8 9年 5月
,

一号炉大修中
,

根 据 方案

组织施工
。

投运表明
,

改进效果良好
,

基本

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

从燃烧情况来看
,

改造后由表 1所 示的

波动范围内的煤种均可燃用
。

煤场积压 的一

该 些灰份在 4 1% 以上的煤种也能全部燃用
。

由

此可见
,

锅炉对煤质的适应性大大提高
。

着

火情况也得到了明显改着
,

基本上消除 了引

燃延迟所产生的脱火现象
。

在不用二次风的

情况下
,

利用前
、

后拱的合理配合
,

在前拱

下方能形成一高温 回流区
,

只 是 稳 定 性略

差
。

着火点前移 20 0 m m左右
,

炉渣可燃物由

原来的 33 %降至 26 %左右
。

从锅炉负荷情况来看
,

锅炉出力有所提

高基本上满足了生产的需要
。

在煤质不变的

嘴 前提下
,

平均负荷可达 30 t / b, 最 高可超出

置
、

尺寸
、

形状 以及在风室积灰下的作用有

待进一步完善
。

2
.

前
、

后拱内温度较高
,

易于挂焦
。

3
.

后 拱 加 长 部分上部空间形成一死

区
,

烟气在炉内的充满度较差
。

且上部易于积

灰
,

下部挂焦
,

使加长部分加重
,

易于塌落
。

4
.

燃用多灰份煤种时
,

灰壳裹炭现象

难 以消除
,

炉渣可燃物降至 20 %以下十分困

难
。

5
.

烟风道还有共振现象
。

6
.

下部管式空气预热器容易堵灰
。

通过锅炉改造
,

在燃用劣质煤的技术方

面会进一步克服存在的问题
,

不断得到提高

和完善
。

青州市热电厂一号炉在改造过程 中
,

曾

得到黄祥新老师的无私协助和大力支持
,

在

此深表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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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r a d e e o a l h a s a l s o b e e n u n d e r t a k e n b y t h e a u t h o r .

K e y w o r d s : c h a f n
一

g r a t e b o l l e r ,

f
u r o a c e a r c h

,
10 。

一

g r a d e e o a l

减认飞盛习厂个
气亏卜叫矛

尸

宁

简 讯

之
卜 .

尔
叫

吞
.洲

尔厂

`

乍
f

卜从

潘达发动机公司从瑞典 A B B S t al 公司购买

两套 G T 10 燃气轮机发电机组

据 “ 燃气轮机世界
” 1 9 9 0年 7一 8月号报

孚
,

我国播达发动 机公司 ( P M C C ) 己从端

典 A B B s t a l 公司订购了两套 2 2MW的G T l o

燃气轮机发电机组
,

该机组将安装在广东省

沿海
、

位于香港东北约 5 0公里处
。

该发动机

将 以简单循环形式工作
,

作为基本负荷发电

机组直接把电力供应给附近的工业用户
。

在 15 ℃温度的海平面条件下
,

以天然气

作为燃料
,

不考虑进出口损失
, G T 10 燃 气

轮机 的 额 定 功 率为 2 2 2 8 7 kw
,

热 耗为

7 9 4 4 k J / kw
·

h
。

A B B
。

S t al 公司的供货和服务范围包括

设备
、

安装和调试 的监督
、

对操作人员进行

一个月的培训
、

备件等
。

燃气轮机将在明年初交货
,

计划在 1 9 91

年下半年进行装置试运转
。

做为 下 一 步 计

划
,

加上二台余热锅炉和一套汽 轮发 电 机

组
,

可把该电站转换成 以联合循 环 形 式 工

作
。

(吉桂 明 供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