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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转式热管空气预热器在锅炉中的应用

吴金土 (杭州余热锅炉研究所 )

〔摘要〕 本文就回转式热管空气预热器在锅炉中的应用
,

叙述其结构与工作原理及实际运行

情况
,

从经济性方面对该预热器进行了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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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 国工业锅炉数量较多
,

运行效率

低
,

年耗煤量约占原煤产量的三分之一
。

大

多数锅炉普遍存在空气预热器运行较差
,

包

括重力式热管空气顶热器亦如此
,

其原因是

运行积灰堵灰和低温腐蚀
。

回转式热管空气预热器是采用中低温回

转式热管余热回 收 装置技术 〔 1〕 ,

它有耐腐

蚀性好和很强的 自请灰能力
。

在杭州新华造

纸厂 10 吨锅炉进行实用性试验
,

替代原管式

预热器
。

经半年多的试验运行
,

该预热器除

解决积灰堵灰和低温腐蚀外
,

还具有运行性

能良好
,

操作简便的优点
,

是一种理想的中

低温多灰气流的余热回收装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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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流程 来统示意图

锅炉 2 , 4
.

调节翻板门 3
。

烟气旁通道

回转式热管空气预热器 6
.

锅炉鼓风机

2 回转式热管空气预热器的

布置及结构 图 2 烟 气侧

2
.

1 预热器的布置
1 ·

弯折热管 “
·

导流筒 ”
·

转轴 .4 壳体

该预热器布置在 锅 炉 尾 部左侧 (见图 障及检修
,

在系统 布 置时
,

增 加 了烟气旁

1 )
。

同时考虑与锅炉的烟风道的连接
,

预 通
。

工
一

热器的烟气侧采用对冲形 式 (图 2)
,

空气 2
.

2 预热器的结构

侧采用切 向 进 出形式 (图 3 )
。

该 锅 炉为 图 4 为回转式热管空 气 预 热 器的结构

s H LI 。一 13 链条炉
。

另考虑了预热器急性故 图
。

由电动机通过皮带轮降速带动行星减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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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 气布则

壳体

图 3

转轴 导流简 弯折热管 图 5热管束示 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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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弯折热管

板 5
。

管板

.

烟气侧导流筒
.

空气侧导流简

.

管板
。

转轴

。

中间隔

3预热器的工作运行及

经济性分析

图4 结构示 意图

加 热段壳体

轴承座 5
.

电机 9
。

2
.

密封体

联轴器 6
。

底座

冷却段壳体

减速器 7
.

皮带传功

器及十字滑块联轴器实现 回转工作
。

烟气侧

外壳直径功 3 10 。
~

,

空气侧外壳直径必1 2 0 0

m m
。

1 56根带圆肋的弯折热管分布于九个同

心圆周上
,

组成换热器的主要部件— 热管

束 `见图 5 )
。

.a 1 预热器的运行

回转式热管空气预热器运行时
,

烟气通

过烟道对冲流入预热器的烟气侧
,

并对回转

的弯折热管束作全位 置 冲刷 〔幻 ,

对流换热

后流出预热器
,

烟气所放的热量通过回转热

管束 (1 〕传递到预热器 的 空气侧
。

锅炉所需

的空气经鼓风机及风管道切向流入预热器的

空气侧
,

并顺热管束的回转方向与热管束对

流换热
,

吸收热管的传递热量切向流出预热

器
,

从而实现空气预热
。

在运行中测量
,

其实际换热量 1
.

2 5 6 又

一。“ k J / h ;
烟气进出口温度 2 5 0℃和 1 9 0℃ ;

热 管 束 阻力
,

烟气侧为 45 P a ,

空 气侧为

56 aP
;
热风温度 1 00 ℃ ,

预热器本身的漏风

系数 J
a 二 0

.

1 6
。

在这期间预热器没进行任

何清灰及检修
,

一直正常稳定运行
,

运行时

间比管式预热器长
。

经几次观察
,

热管翅片

表面几 乎无积灰
,

同时也看不出磨损和腐蚀

的现象
。

通过对两台锅炉实际运行核算
,

实际运

行热效率与改造前相比
,

采用热管预热器的

1
#

锅炉提 高 6
.

7 %
,

采用管式预热器的 2
禅

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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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提高 3
。

43 %
。

两预热器相比 (基于相同用

汽 )
,

采用热管预热器锅炉实际提高 1
.

83 %

的运行热效率
,

使锅炉 运 行 实 际耗煤量减

少
。

表 l 投 资

3
.

2 预热器的经济性分析

热管空气预热器使用同时
,

对另一 台2
.

锅炉做新的管式预热器的替换改造
,

对两台

炉采用不 同形式的空 气 预 热 器的投资比较

见表 1
。

比 较 单位
:
万元

_

名 称 设 备本体费

…矍…竺…竖…兰
! ”

·

艺 { ”
·

6 5 } 。
·

通
{

”
·

2 5

合计

管式空气预热器

回转式热管空气预热器 }一石
-

3
.

2
.

1 节能 由于热管预热器运行较佳
,

锅

炉运行良好
,

煤渣含碳量下降
,

使改造后 1
件

锅炉月 平 均节煤 6 9
.

5 4 吨
,

与新替 换 的管

式预热器相 比
,

锅炉运行月 平 均节煤 19 吨

( 以上统计数基 于 用汽量 4 2 8万
.

1吨 )
,

·

见

表 2
。

表 2 节 能

表2对两台炉的改造前和改造后的煤耗
,

用汽
、

汽煤比
、

引风机工作电流和鼓风机工

作电流进行了比较
,

从而看 出了热管空气顶

热器优于管式预热器
。

3
.

2
.

2 节电 〔3〕
一

}介也情况见表 3
。

经比胶
, 1

.

锅炉月平均节 电 6 06 度
。

两台预热 器相比
,

比 较

} 改 造 前 } 造 改 后
.

名 称 1一
立 -

- - - - - -

一
-

一 {
- - -

一
- - -

一
-

一 -

一_ 一
_

_ {

备 注

! “ 锅炉 }
“ ’

锅炉 i
’ 。
锅炉 }

“ `

锅炉

~里型进竺一一
一

{ 些竺
’一

}
- -

里{士里一 `一翌竺翌
一

1巡
·

:
_

t
_

{
1 ·

锅炉采用回转式热 。

” 平均 用汽
:

} “ 5 5
·

“ 6 `

卜
` , 5̀

·

“ ` ! ` 2 8 5
·

` ,

}
` “ “ “

·

5 ,

…空气预热 器进行改造
。

— —
}

—
一

— 一一 }———
, -

一

—
-

一
一 「

—
-

一
! 2 ,

锅炉仍采用 管式空 气
汽煤比 } .4 8 3

’

} 4 。 9 3
1

5
.

2 4 } 5
。

13 {

—
{

—
一 }一

—
`

一
-

-

一 一 卜
-

-

一一
-

一 {
.

预 热
撇

行
醚

·

一三四坚鲤竺一 …竺竺竺兰 }竺竺竺
一一

{一里巨二竺今
-

一

}
一

~

三9翌
~

生
一

l
鼓风机工作 电流 { “ 8一 30 A }

” 0一 3 5 A {
“ 2一 3 5 A }

” o一 3 O A {

表 3 节 电 比 较

1 .

锅炉 2 娜锅炉 1 ’

锅炉 2 .

锅炉

引风机和鼓风机
总 电流

、

( A )

月 耗电 ( kw
·

h )

8 1
。

7帝

5 6 5 8
。

56 一 5 3 4 9
。

3 5 5 0 5 2
。

5 1 5 2 5 6
。

6

1 .

炉采用转式热管空气

预 热器改造

2 .

炉仍采用管式锁热器

改造
.

带 包括预 热器电流在 内
。

采用热管预热器比管式空气预热器月平均节

电2 0 4度
。

经上述分析
,

再加上其它因索 (如燃料

价格
,

检修
,

用汽量的变化等 )
,

采用热管

预热器
,

其回收期为半年左右
。

4 结 束 语

1
.

热管空气预热器代 替 了 管式预热

器
,

表明热管预热器完全能适应锅炉任何运

行工况
,

具有良好的特性
,

有利于解决锅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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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热器常见的积灰堵灰的技术难题
,

适用于

其它含尘较多的炉 窑余热回收
。

2
.

采用这种形式预热器
,

可使锅炉实

际运行效率提高 2 % 左右
,

是一种间接节煤

节电的理想节能设备
。

3
.

从经济性方面分析
,

投资偏大
,

但

回收期短
,

运行费 用 少
。

其经 济 性是明显

的
。

4
.

存在问题
,

从结构 方 面 考虑的不

全
,

如拆卸检修不便
,

没与锅炉运行操作很

好配合
,

只能单独操作
,

减速器的形式及噪

音
,

整体起运刚度
,

本体微振等等
,

还需进

一步完善
。

另外
,

设计换热量不够大
,

致使

排烟温度偏高 1 90 ℃ ,

使其经 济 性不明显
,

以及这种形式的热管工作寿命不详
,

已需实

际运行来进一步证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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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产品新技术信息

9R 1 01 无冲击电流的硅可控开关

本装置系用作无火花的接通 电 力 电 容

器
,

以便在供电网络的末端作无功功率的 自

动补偿
。

此外
,

尚可对 位能负载的电动机进

行电容补偿
,

以达到顺利的将机械能转换成

电能的目的
:

也可用于电阻炉等的电热设备

的快速通断
。

对 电子控制设备干扰极少
。

能大

量节约电能
,

对 I Ok0 W左右的 电动机
,

约 1
.

5

年即能收回 设 备 投 资 (按长期运转计算结

果 )
。

本设备改作过集成电路控制试验
,

并设

计了脉冲保护电路
,

该装置已获国家专利
。

服务方式
:

转让或技术合作
。

R , 10 2 多台电动机的起动控制装置

本装置系以一台控制设备采用程控方法

对多台电动机进行程序定时起动控制及随机

起动控制
.

节约设备投资并减少控制设备的

占地面积
。

本设备 已获国家专利申请号
。

服

务方式
:

转让或技术合作

(如需以上技术或设备
,

请与编辑部联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