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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适应某电厂 ３６０ ＭＷ 机组贫煤锅炉安全高效燃用高挥发分煤种的要求ꎬ本文在煤质分析和热重实验的

基础上分析了烟煤、褐煤及其混合煤种的着火、燃尽和结渣等燃烧特性ꎬ通过对机组制粉、燃烧、风烟等主要系统设

备燃料适应性的研究ꎬ提出了“钢球磨煤机炉烟干燥 － 乏气 / 热风复合送粉技术”改造方案ꎮ 热态试验结果表明:技
术改造后机组系统设备可根据燃用煤质实现灵活切换ꎬ显著提升了机组的燃料适应性ꎻ在全烧烟煤及烟煤掺烧褐

煤的不同负荷工况下ꎬ机组各系统运行安全稳定ꎬ各运行参数均满足设计要求ꎬ锅炉热效率达到 ９２％ 以上ꎬ炉膛出

口 ＮＯｘ质量浓度大幅下降ꎬ实现了机组 ４０％ 负荷下稳燃要求ꎬ技术改造在安全、经济及环保方面取得了显著的

效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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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国家“双碳”政策背景下ꎬ提升机组运行灵活

性与深度调峰能力是火电机组的必然选择[１ － ４]ꎮ 相

比于贫煤、无烟煤等煤种ꎬ烟煤、褐煤等高挥发分煤

种来源丰富且具有较好的着火与燃尽性能ꎮ 研究表

明ꎬ贫煤机组燃用高挥发分煤种可在一定程度上提

高锅炉低负荷稳燃能力和燃烧经济性ꎬ有利于降低

ＮＯｘ排放量[５ － １０]ꎮ

沈跃良等人[１１] 通过加装一次冷风旁路管和运

行调整措施ꎬ实现了热风送粉系统贫煤锅炉改烧中

等挥发分、不易结渣烟煤的效果ꎮ 李德波等人[１２] 采

用不同煤种分磨掺烧、优化燃烧器配风及煤粉细度

调整等技术ꎬ拓宽了锅炉及制粉系统对实际煤种的

适用能力ꎮ 张云等人[１３]通过实施冷、热炉烟联合制

粉和一次风降温技术ꎬ有效降低了中储式热风送粉

系统在燃用烟煤过程中制粉系统爆炸、一次风送粉管

道烧损的风险ꎮ 但由于在煤质特性、制粉系统、燃烧

系统、炉膛热负荷参数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ꎬ贫煤锅

炉在燃用高挥发分煤种过程中普遍存在炉膛火焰中

心升高、受热面结焦、燃烧器烧损等问题以及制粉系

统出力不足、送粉管道自燃等安全风险[１４ － １６]ꎮ 因此ꎬ
深入开展贫煤锅炉燃用高挥发分煤种的可行性研究ꎬ
提出切实可行的技术改造方案ꎬ对于提高机组燃料

适应性、运行安全性与经济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ꎮ

　 　 本文以某 ３６０ ＭＷ 贫煤机组为对象ꎬ开展烟煤、

褐煤及其混合煤种的燃烧特性分析ꎬ深入研究机组

原有制粉、燃烧、安防等系统的煤种适应性ꎬ提出

“钢球磨煤机炉烟干燥 － 乏气 /热风复合送粉技术”

改造方案ꎬ实现贫煤锅炉全烧高挥发分烟煤及大比

例掺烧褐煤ꎬ并保证改造后系统仍具备燃用贫煤的

能力ꎬ通过现场试验分析技术改造对锅炉出力、锅炉

热效率和 ＮＯｘ 排放的影响ꎮ

１　 研究对象

某 ３６０ ＭＷ 机组锅炉为亚临界控制循环、一次中

间再热、露天 П 型布置ꎬ型号为 ＨＧ￣１０６９ / １８. ２￣ＹＭ１ꎮ

锅炉采用四角切圆燃烧方式ꎬ一、二次风燃烧器间隔

布置ꎬ主燃区上部布置分离式燃尽风ꎮ 锅炉原始设

计煤种为云南金佳贫煤(校核煤种Ⅰ)与贵州盘江

洗混煤(校核煤种Ⅱ)按 ４∶ ６比例混合的混煤ꎬ煤种

特性分析结果如表 １ 所示ꎮ 制粉系统采用钢球磨煤

机中间仓储式热风送粉方式ꎬ以高温炉烟、低温炉烟

和热空气作为干燥剂进入磨煤机ꎮ 锅炉主要设计性

能参数如表 ２ 所示ꎮ

为拓宽机组煤种适应范围ꎬ提高锅炉燃烧经济

性和环保排放能力ꎬ选择北方烟煤为设计煤种ꎬ北方

烟煤与印尼褐煤掺配的混煤为校核煤种ꎬ通过综合

技术改造实现贫煤机组全烧高挥发分烟煤及大比例

掺烧烟煤 /褐煤的改造目标ꎮ

表 １　 锅炉原始设计煤种分析结果

Ｔａｂ. １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ｃｏａｌ ｓ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ｂｏｉｌｅｒ

煤种
元素分析 工业分析 发热量 Ｑｎｅｔꎬａ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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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锅炉设计性能参数

Ｔａｂ. ２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ｏｉｌｅｒ

参　 数 设计工况(ＭＣＲ) 额定工况(ＥＣＲ)

过热蒸汽流量 / ｔｈ － １ １ ０６９ １ ００６

过热器出口压力 / ＭＰａ １８. ３０ １８. ２３

过热蒸汽出口温度 / ℃ ５４３ ５４２

再热蒸汽流量 / ｔｈ － １ ９６２ ９０７

再热蒸汽进口压力 / ＭＰａ ４. １４ ３. ９０

再热蒸汽出口压力 / ＭＰａ ３. ９０ ３. ６８

再热蒸汽进口温度 / ℃ ３３１ ３２７

再热蒸汽出口温度 / ℃ ５４１ ５４１

给水温度 / ℃ ２５４ ２５０

２　 煤种特性分析

２. １　 煤质分析

北方烟煤(ＹＭ)、印尼褐煤(ＹＮ)及其按 ６５ ∶ ３５

掺配的混煤 ( ＨＭ) 样品的煤质分析结果如表 ３

所示ꎮ

由马弗炉制得不同煤种及混煤的灰样ꎬ采用 Ｘ

射线荧光光谱仪和灰熔点分析仪分析不同样品的灰

成分和灰熔融特征温度ꎮ 本文共定义 ４ 个灰熔融特

征温度ꎬ分别为变形温度(ＤＴ)、软化温度(ＳＴ)、半

球温度(ＨＴ) 和流动温度 (ＦＴ)ꎬ分析结果如表 ４

所示ꎮ

表 ３　 煤质分析结果

Ｔａｂ. ３ Ｃｏ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样品
元素分析 / ％ 工业分析 / ％ 发热量 Ｑｎｅｔꎬａｒ /

Ｃａｒ Ｈａｒ Ｎａｒ Ｓａｒ Ｏａｒ Ｍｔ Ｖｄａｆ Ａａｒ ｋＪｋｇ － １

ＹＭ ５５. ５ ３. １７ ０. ７０ ０. ６５ ８. ０５ １３. ３０ ３７. ９３ １８. ６３ ２２ １４０

ＹＮ ４７. ５ ３. ６４ ０. ６５ ０. １１ １４. ３０ ２９. ６０ ５１. ５０ ４. ２０ １６ ９９０

ＨＭ ５２. ７ ３. ３３ ０. ６８ ０. ４６ １０. ２４ １９. ０１ ４２. ６８ １３. ５８ ２０ ３４０

表 ４　 煤样的灰成分与灰熔点分析

Ｔａｂ. 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ａｓｈ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ｓｈ ｍｅｌｔ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ｃｏａｌ ｓａｍｐｌｅｓ

样品
酸性氧化物 / ％ 碱性氧化物 / ％ 灰熔融特征温度 / ℃

ＳｉＯ２ Ａｌ２Ｏ３ ＴｉＯ２ Ｋ２Ｏ Ｆｅ２Ｏ３ ＭｇＯ ＣａＯ ＭｎＯ ＤＴ ＳＴ ＨＴ ＦＴ

ＹＭ ４３. ９３ ３７. ６１ １. ３８ ０. ６０ ３. ４９ ０. ４３ ５. ９４ ０. １０ １ ３００ １ ４４０ １ ４５０ １ ４９０

ＹＮ ５２. ９８ ２６. ７５ ０. ９５ ２. １９ ８. ６６ １. ４７ ２. ８８ ０. ０３ １ １８０ １ ２６０ １ ２８０ １ ３４０

ＨＭ ４６. １８ ３５. ６３ １. ３５ １. ０７ ４. ９９ ０. ５７ ５. ５４ ０. ０７ １ ２６０ １ ３９６ １ ４１０ １ ４５０

　 　 利用热重实验得到煤样着火温度 ｔｉ、燃尽温度

ｔｂ、最大失重速率(ｄｗ / ｄｔ)ｍａｘꎬ以及最大燃烧速率对

应的温度 ｔｍａｘ等特征参数[１７ － １８]ꎬ结果如表 ５ 所示ꎮ

由以上分析结果可知ꎬ本次改造煤种与原始设

计煤种差异较大ꎬ北方烟煤、印尼褐煤及混煤挥发分

高ꎬ磨煤机、粉仓、粉管等设备存在爆炸危险ꎬ需对锅

炉制粉、送粉及燃烧系统采取有效措施ꎬ提高设备安

全性[１９]ꎮ

表 ５　 煤样热重分析特征参数

Ｔａｂ. ５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ｃｏａｌ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ｒｍｏｇｒａｖｉｍｅｔｒ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样品 ｔｉ / ℃ ｔｂ / ℃
(ｄｗ / ｄｔ)ｍａｘ /

％ｍｉｎ － １
ｔｍａｘ / ℃

ＹＭ ４６６ ５９３ １５. ３ ５４０

ＹＮ ３８３ ５６２ １３. ８ ４９５

ＨＭ ４３１ ５９３ １３. ４ ５１７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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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燃烧特性分析

在煤质特性测试与实验的基础上ꎬ从着火稳定

性、燃尽特性和结渣特性等方面进行煤种燃烧特性

分析[２０ － ２２]ꎮ

２. ２. １　 着火特性

着火稳定性指数 ＦＩ表达式为:

ＦＩ ＝ ａ
ｔｉ

＋ ｂ
ｔｍａｘ

＋ ｃ (ｄｗ / ｄｔ)ｍａｘ (１)

式中:ａꎬｂꎬｃ—计算常数ꎬ不同煤种的计算常数有所

不同ꎻｔｉ—着火温度ꎬ℃ꎻｔｍａｘ—最大燃烧速率对应的

温度ꎬ℃ꎻ(ｄｗ / ｄｔ)ｍａｘ—最大失重速率ꎬ％ / ｍｉｎꎮ

ＦＩ > ５. ７ 为极易着火ꎬ５. ０ < ＦＩ < ５. １ 为易着火ꎬ

４. ５ < ＦＩ < ５. ０ 为中等易着火ꎬ４. ０ < Ｆ < ４. ６５ 为难着

火ꎬ否则为极难着火ꎮ

２. ２. ２　 燃尽特性

燃尽特性指数 ＦＢ表达式为:

ＦＢ ＝ １０ / (ｘＧ ＋ ｙｔｍａｘ ＋ ｚτ ＋ ｈτ′) (２)

式中:Ｇ—燃烧后期的燃烧量ꎬｍｇꎻτ—煤燃尽时间ꎬ

ｍｉｎꎻτ′—煤焦燃尽时间ꎬｍｉｎꎻｘꎬｙꎬｚꎬｈ—计算常数ꎬ

不同煤种的计算常数有所不同ꎮ

ＦＢ > ５. ７ 为极易燃尽ꎬ４. ４ < ＦＢ < ５. ７ 为易燃

尽ꎬ３. ０ < ＦＢ < ４. ４ 为中等燃尽ꎬ２. ５ < ＦＢ < ３. ０ 为难

燃尽ꎬ否则为极难燃尽ꎮ

２. ２. ３　 结渣特性

采用综合判别指数 ＲＺ 判断煤灰的结渣倾向ꎮ

ＲＺ > ２ 为高结渣ꎬ１. ５ < ＲＺ < ２ 为中等结渣ꎬ否则为

低结渣ꎮ

ＲＺ ＝ １. ２３７ＲＢ / Ａ ＋ ０. ２８２ＲＳ / Ａ － ０. ００２３ ＳＴ －

０ ０１８９ Ｇ ＋ ５. ４１５ (３)

ＲＢ / Ａ ＝
ＭＦｅ２Ｏ３

＋ＭＣａＯ ＋ＭＭｇＯ ＋ＭＮａ２Ｏ ＋ＭＫ２Ｏ

ＭＳｉＯ２
＋ＭＡｌ２Ｏ３

＋ＭＴｉＯ２

(４)

ＲＳ / Ａ ＝
ＭＳｉＯ２

ＭＡｌ２Ｏ３

(５)

Ｇ ＝
ＭＳｉＯ２

ＭＳｉＯ２
＋ＭＦｅ２Ｏ３

＋ＭＣａＯ ＋ＭＭｇＯ
(６)

式中:ＲＢ / Ａ—碱酸比ꎻＲＳ / Ａ—硅铝比ꎻＧ—硅比ꎻＳＴ—

软化温度ꎬ℃ꎻＭ—质量分数ꎬ％ ꎮ

煤样燃烧特性指数如表 ６ 所示ꎮ 由表 ６ 可知ꎬ

掺混印尼褐煤后北方烟煤的着火稳定性指数有所增

加ꎬ但印尼褐煤在改善北方烟煤着火的同时ꎬ增加了

燃料自燃的风险ꎮ ３ 组样品的燃尽特性均为易燃

尽ꎬ通过向北方烟煤中掺混印尼褐煤可以改善样品

的燃尽特性ꎬ提高燃烧效率ꎮ 相比于北方烟煤ꎬ印尼

褐煤的碱性氧化物含量更高ꎬ特征温度更低ꎬ导致在

向北方烟煤中掺混印尼褐煤后ꎬ混煤的结渣特性更

靠近于易结渣的印尼褐煤ꎮ 因此ꎬ在掺混印尼褐煤

时需要对炉膛内的结渣提出应对措施ꎮ

表 ６　 煤样燃烧特性指数

Ｔａｂ. ６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ｄｅｘｅｓ ｏｆ ｃｏａｌ ｓａｍｐｌｅｓ

煤样
着火特性 燃尽特性 结渣特性

ＦＩ 特性 ＦＢ 特性 ＲＺ 特性

ＹＭ ４. ９１ 易着火 ４. ７４ 易燃尽 １. ０３ 低结渣

ＹＮ ５. ０１ 极易着火 ５. ５５ 易燃尽 １. ８０ 中等结渣

ＨＭ ４. ９４ 易着火 ４. ９６ 易燃尽 １. ２３ 低结渣

３　 设备与系统适应性分析

３. １　 制粉系统

机组中间仓储式热风送粉系统以热炉烟为干燥

介质ꎬ采用冷炉烟和热二次风进行调温ꎬ磨煤机入口

设计温度 ４５０ ~ ７００ ℃ꎬ出口温度大于 １００ ℃ꎮ 为满

足燃用干燥无灰基挥发分大于 ３７％ 煤种的安全

运行要求[２３]ꎬ需要对制粉系统进行相应改造ꎬ将磨

煤机出口温度、氧气量分别控制在 ９０ ℃和 １２％ 以

下ꎮ 同时利用高温炉烟保障磨煤机干燥出力ꎬ防止

褐煤含水率偏高导致粉仓堵粉ꎮ 针对低挥发分煤

种设计ꎬ机组原有制粉系统只布置了 ＣＯ２ 灭火管

道ꎬ为提高制粉系统的防爆、防自燃和消防能力ꎬ需

要采取提高防爆门面积、增加蒸汽灭火系统等技术

措施ꎮ

３. ２　 风烟系统

锅炉热一次风温度为 ３３２. ２ ℃ꎬ燃用贫煤等低

挥发分煤种时送粉管风粉混合物温度大于 ２３０ ℃ꎮ

为适应燃用高挥发分煤种的要求[２４]ꎬ需对锅炉热风

系统进行相应改造ꎬ引入低温、低氧介质将热一次风

温度控制在 ２００ ℃以下ꎬ风粉混合物温度、氧气量分

别降低至 １６０ ℃和 １４％以下ꎮ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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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３　 燃烧系统

锅炉的设计炉膛容积热负荷 ｑｖ、断面热负荷 ｑＦ

分别为 １２０. ２５ ｋＷ / ｍ３ 和 ５. ８２５ ＭＷ / ｍ２ꎬ热负荷参

数高于其他同类型锅炉[２５ － ２６]ꎮ 在燃用高挥发分、低

灰熔点、易结焦煤种时应采取优化炉内动力场、调整

卫燃带布置、优化吹灰等措施降低受热面结渣风险ꎮ

燃烧系统采用炉内空气分级低氮燃烧方式ꎬ能够满

足高挥发分煤粉炉内燃烧稳定性、经济性和低氮氧

化物排放的要求ꎮ

锅炉受热面系统、脱硝系统和除尘系统等均能

够满足燃用高挥发分煤种的要求ꎮ

４　 技术改造方案及改造内容

４. １　 技术方案

依据«ＤＬ / Ｔ４６６ － ２０１７ 电站磨煤机及制粉系统

选型导则» [２７]的推荐意见ꎬ结合目前低挥发分燃煤

机组锅炉改扩烧高挥发分烟煤的研究和实践[２８] ꎬ

本文提出“钢球磨煤机炉烟干燥 － 乏气 / 热风复合

送粉技术”方案ꎬ将高温炉烟、低温炉烟及部分空气

作为干燥介质降低制粉系统温度与氧气量ꎬ采用乏

气替代部分热一次风引入送粉系统降低送粉介质

的温度与氧气量ꎮ 在磨煤机停运时ꎬ将一次风机出

口冷一次风接入热一次风箱ꎬ保证送粉介质温度

满足安全要求ꎬ同时对制粉系统、燃烧系统、风烟

系统进行优化改造ꎮ 改造方案最大限度地利用旧

制粉系统的主要设备ꎬ通过送粉方式在热风送粉和

乏气 / 热风复合送粉之间灵活切换ꎬ保证机组适应

同时燃用低挥发分贫煤和高挥发分烟煤、褐煤的

需求ꎮ

在当前改造方案下对锅炉原设计煤种、北方烟

煤及混煤进行制粉系统与锅炉热力计算ꎮ 制粉系统

热力计算结果如表 ７ 所示ꎮ 当前改造方案通过高温

炉烟、低温炉烟及热风的切换ꎬ可以同时满足低挥发

分煤种与高挥发分煤种的需要ꎮ 燃用北方烟煤与混

煤的磨煤机出口氧气含量分别不超过 １４％和 １２％ ꎮ

当一次风中掺入 ７１％的乏气时ꎬ送粉温度可降低至

１６０ ℃ꎬ此时燃用北方烟煤及混煤具有较高的安全

性ꎬ而在燃用低挥发分煤种时ꎬ只需掺入 １０％ 的乏

气即可满足 ３００ ℃送粉温度的需要ꎮ

表 ７　 制粉系统热力计算结果

Ｔａｂ. ７ Ｔｈｅｒｍ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ｐｕｌｖｅｒｉｚ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参　 数 原始设计煤种 ＹＭ ＨＭ

干燥剂初始温度 / ℃ ５４０ ５２０ ４９５

干燥剂中热风比例 / ％ ２８. ４ ２１. ２ ３０. ７

干燥剂中高温炉烟比例 / ％ ５９. ０ ５７. ６ ５０

干燥剂中低温炉烟比例 / ％ １２. ６ ２１. ２ １９. ３

终端干燥剂中氧气体积分数 / ％ １４. ０２ １３. ９４ １１. １１

乏气温度 / ℃ １１０ ９０ ９０

送粉温度 / ℃ ３００ １６０ １６０

乏气占一次风比例 / ％ １０ ７１ ７１

锅炉热力计算结果如表 ８ 所示ꎮ 与原始设计煤

种相比ꎬ燃用高挥发分煤种可以提升锅炉热效率ꎬ炉

膛出口烟温升高约 １０ ℃ꎬ不会影响机组负荷ꎮ 同

时ꎬ燃用高挥发分煤种时空气过量系数减少了烟气

总量ꎬ保证烟气总焓与设计煤种相当ꎬ不会引起因排

烟温度升高而增加的排烟热损失ꎮ

表 ８　 锅炉热力计算结果

Ｔａｂ. ８ Ｔｈｅｒｍ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ｔｈｅ ｂｏｉｌｅｒ

参　 数 原始设计煤种 ＹＭ ＨＭ

燃料消耗量 / ｔｈ － １ １４６. ５０ １４３. １０ １５５. ７０

炉膛出口过量空气系数 １. ２５ １. ２０ １. ２０

热效率 / ％ ９２. ３１ ９３. ４８ ９３. ５９

炉膛出口烟气温度 / ℃ １ ３５８ １ ３６９ １ ３７１

４. ２　 主要技术改造内容

４. ２. １　 制粉系统技术改造

为提升制粉系统安全性ꎬ新增磨煤机进出口防

爆门、蒸汽灭火蒸汽管道系统ꎮ 为防止和应对粗粉

分离器、细粉分离器、粉仓等设备发生自燃、爆燃ꎬ对

ＣＯ２ 灭火系统进行增容改造ꎮ

４. ２. ２　 送粉技术改造

增设乏气 － 热一次风联通管道系统ꎬ根据转移

乏气量对比不同管道直径下的乏气风速与沿程阻

力ꎬ选取最佳布置方式ꎬ并对相应风箱、管路进行防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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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粉改造ꎮ 为提高风粉温度调节能力ꎬ对冷一次风

旁路进行扩容改造ꎮ
４. ２. ３　 燃烧系统技术改造

将原有一次风燃烧器更换为低 ＮＯｘ燃烧器ꎬ并

进行同轴偏转二次风(ＣＦＳ)技术改造ꎬ强化炉内水

平空气分级燃烧以降低 ＮＯｘ排放量ꎬ提高水冷壁面

氧化性以降低受热面结焦的风险ꎮ 采取燃尽风

(ＯＦＡ)喷口反切的布置方式ꎬ保证炉内动力场有效

调节手段ꎬ降低在低负荷工况下出现烟温偏差的风

险ꎮ ＣＦＳ 喷口与 ＯＦＡ 喷口结构示意图如图 １ 和图 ２
所示ꎮ

图 １　 ＣＦＳ 喷口结构示意图

Ｆｉｇ. 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ｎｏｚｚｌ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ＦＳ

图 ２　 ＯＦＡ 喷口结构示意图

Ｆｉｇ. ２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ｎｏｚｚｌ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ＯＦＡ

５　 改造效果分析

５. １　 空气动力场试验

技术改造完成后进行了冷态空气动力场试验ꎮ
图 ３ 为空气动力场切圆测量结果ꎮ 由图 ３ 可知ꎬ切
圆基本处于炉膛中心且大小适中ꎮ 在各层一次风喷

口撒放纸屑发现ꎬ各层一次风喷口气流情况良好ꎬ未
出现一次风气流冲刷水冷壁现象ꎮ

图 ３　 空气动力场切圆测量结果

Ｆｉｇ. ３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ｔａｎｇｅｎｔｉａｌ ｃｉｒｃｌｅ

ｉｎ ａｅ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ｆｉｅｌｄ

５. ２　 热态性能试验

在空气动力场试验结束后ꎬ开展不同煤种不同

负荷工况下的热态性能试验ꎬ试验工况与结果如表

９ 所示ꎮ 其中ꎬ工况 １ 燃用以 ２∶ ４∶ ４比例混合的无烟

煤、贫煤与烟煤低挥发分煤种ꎬ 收到基灰分为

２４ ３５％ ꎬ干燥无灰基挥发分为 １６. ４％ ꎮ 对工况 １

进行配风调整试验发现ꎬ采用正宝塔配风、炉膛出口

氧气量设为 ２. ０％ 时锅炉热效率最高ꎬ同时对炉膛

出口 ＮＯｘ质量浓度影响不大ꎮ 工况 ２ ~ 工况 ４ 燃用

１００％ 烟煤ꎬ工况 ５ ~ 工况 ８ 燃用高挥发分混煤

(６５％烟煤 ＋ ３５％褐煤)ꎬ其中工况 ８ 为 ４０％负荷稳

燃试验ꎮ

现场试验期间ꎬ根据燃用煤种切换不同运行工

况ꎬ在燃用低挥发分煤种时切换至贫煤工况ꎮ 现场

试验结果表明ꎬ技术改造效果良好ꎬ锅炉煤种适应

性大幅提升ꎬ现有设备可以满足贫煤与烟煤工

况的灵活切换ꎬ实现了贫煤锅炉全烧烟煤并掺烧

褐煤的改造目标ꎬ褐煤掺烧比例可达到 ３５％ 以上ꎮ

燃用高挥发分煤种对锅炉出力影响不大ꎬ不同负

荷下主、再热蒸汽压力能够维持稳定ꎬ不同工况下

的主蒸汽温度相差不超过 ２ ℃ꎬ且均满足锅炉设计

要求ꎮ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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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９　 热态性能试验结果

Ｔａｂ. ９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参　 数 工况 １ 工况 ２ 工况 ３ 工况 ４ 工况 ５ 工况 ６ 工况 ７ 工况 ８

机组负荷 / ％ １００ １００ ７５ ６０ １００ ７５ ６０ ４０

主蒸汽温度 / ℃ ５３８ ５４０ ５３９ ５３８ ５３８ ５４０ ５４０ ５３３

主蒸汽压力 / ＭＰａ １７. ６０ １７. ９０ １２. ６０ １２. ２０ １７. ２０ １３. ４０ １１. ６０ ９. ５０

再热蒸汽温度 / ℃ ５１２ ５３４ ５３４ ５３１ ５２６ ５４０ ５３７ ５０５

再热蒸汽压力 / ＭＰａ ３. ５０ ３. ３０ ２. ６０ ２. ５０ ３. １０ ２. ７０ ２. ５０ １. ４６

排烟温度 / ℃ １４５. １０ １３７. ８０ １３０. ３０ １２４. ５０ １３３. ７０ １３０. ７０ １２９. ６０ １３７

飞灰可燃物 / ％ ５. ４４ ２. ９６ １. ４０ １. ６０ １. ７４ ２. ６１ ２. ７１ －

锅炉热效率 / ％ ９１. ７２ ９２. １０ ９３. ５９ ９２. ０１ ９２. ７２ ９２. ４０ ９２. ４４ －

左侧 ＮＯｘ质量浓度 / ｍｇｍ － ３ ６２２ ４００ ３７６ ４１５ ３５９ ３４３ ３６６ ３８２

右侧 ＮＯｘ质量浓度 / ｍｇｍ － ３ ５９１ ３４４ ３４０ ３９７ ３５４ ３３４ ３５６ ３５４

注:“ － ”表示未测量ꎮ

　 　 低挥发分煤种的灰分含量较高ꎬ受燃尽阶段灰

分对焦炭燃烧的抑制作用ꎬ锅炉飞灰可燃物为

５ ４４％ ꎬ燃用高挥发分煤种后飞灰可燃物均小于

３％ ꎬ锅炉效率有所提升且均大于 ９２％ ꎮ 在低负荷

下进入炉内的燃料量减少ꎬ炉内实际热负荷降低导

致燃烧质量不佳ꎬ在 ６０％负荷时ꎬＹＭ 与 ＨＭ 两个煤

种下的飞灰含碳量较 ７５％负荷时分别增加了 ０. ２％
和 ０. １％ ꎮ

同时ꎬ燃用高挥发分煤种时炉膛内火焰温度低、
氧气量少ꎬ热力型 ＮＯｘ和燃料型 ＮＯｘ的生成量减

少ꎬ与工况 １ 相比ꎬ炉膛出口 ＮＯｘ排放质量浓度由

６００ ｍｇ / ｍ３减少至 ４００ ｍｇ / ｍ３以下ꎮ
由工况 ８ 可以看出ꎬ４０％ 负荷时锅炉可以不投

油稳定燃烧ꎬ炉膛压力稳定ꎬ左、右两侧 ＮＯｘ排放质

量浓度低于 ４００ ｍｇ / ｍ３ꎬ环保参数良好ꎬ机组负荷仍

有下调空间ꎬ可以满足电网短时间内深度调峰要求ꎮ
在中间仓储式制粉系统中ꎬ磨煤机始终保持额

定功率运行ꎬ对煤粉细度进行测量ꎬ结果显示煤粉细

度 Ｒ７５ 最大为２２. ７％ꎬ最小为１２. ９％ꎬ平均为１６ ８８％ꎬ
煤粉均匀性系数为 １. １５ꎮ

现场试验期间及后期运行过程中未发现系统安

全隐患ꎬ制粉系统未出现超温现象ꎬ一次风箱与乏气

管内未发生积粉ꎬ煤粉着火距离在设计范围内ꎬ不烧

损燃烧器喷口ꎮ 观察各燃烧器及附近受热面ꎬ未发

现明显结渣现象ꎬ锅炉稳定燃烧ꎬ炉膛负压未出现明

显波动ꎬ除渣装置正常运行ꎮ 改造后运行一年多以

来未因为结渣出现事故ꎮ

６　 结　 论

(１) 本文提出“钢球磨煤机炉烟干燥 － 乏气 /

热风复合送粉技术”ꎬ 根据锅炉燃用煤质ꎬ利用部分

乏气与热一次风灵活调整送粉温度与氧气量ꎬ同时

配合燃烧器运行ꎬ有效防止燃烧器烧损ꎬ具有低成

本、高收益优势ꎬ对于国内同类型锅炉具有良好的实

用性ꎬ改造方案可以实现贫煤锅炉燃用煤种在贫煤

与烟煤之间的灵活切换ꎬ掺烧高挥发分印尼褐煤比

例高于 ３５％ ꎬ不同煤种下锅炉燃烧稳定ꎮ
(２) 贫煤锅炉改烧高挥发分煤种后ꎬ锅炉出力

稳定ꎬ主再热蒸汽满足设计要求ꎬ不同工况下的锅炉

效率均有所提高ꎬ掺烧印尼褐煤不影响锅炉燃烧ꎬ不
同负荷下的热效率为 ９２. ０１％ ~ ９３. ５９％ ꎮ 锅炉受

热面未出现明显结渣ꎬ炉内 ＮＯｘ生成量减少ꎬＳＣＲ

系统运行良好ꎬ除个别低负荷工况外ꎬ炉膛出口

ＮＯｘ排放质量浓度均小于 ４００ ｍｇ / ｍ３ꎬ可大幅降低

企业燃煤采购成本和脱硝成本ꎮ
(３) 在 ６５％ 烟煤 ＋ ３５％ 印尼褐煤配煤方式下

进行不投油最低稳燃试验ꎬ发现在 ４０％负荷下锅炉

具备无助燃稳定燃烧能力ꎬ锅炉出力稳定ꎬ低负荷下

未出现 ＮＯｘ排放超标现象ꎬ燃用高挥发分煤种后机

组深度调峰空间充足ꎮ

１０１



热 能 动 力 工 程 ２０２４ 年　

参考文献:

[１] 　 苏　 鹏ꎬ王文君ꎬ杨　 光ꎬ等. 提升火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技术方

案研究[Ｊ] . 中国电力ꎬ２０１８ꎬ５１(５):８７ － ９４.

ＳＵ ＰｅｎｇꎬＷＡＮＧ ＷｅｎｊｕｎꎬＹＡＮＧ Ｇｕａｎｇꎬ ｅｔ 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ｐｌａｎｔｓ[Ｊ] . Ｅ￣

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ｏｗｅｒꎬ２０１８ꎬ５１(５):８７ － ９４.

[２] 　 李　 晖ꎬ刘　 栋ꎬ姚丹阳. 面向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我国电力

系统发展研判 [ Ｊ] . 中国电机工程学报ꎬ ２０２１ꎬ ４１ ( １８ ):

６２４５ － ６２５９.

ＬＩ ＨｕｉꎬＬＩＵ ＤｏｎｇꎬＹＡＯ Ｄａｎｙａｎｇ.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ｔｈｅ ｇｏａｌ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ｐｅａｋ ａｎ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 Ｊ]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ＳＥＥꎬ２０２１ꎬ

４１(１８):６２４５ － ６２５９.

[３] 　 刘　 云. 我国能源电力发展及火电机组灵活性改造综述[ Ｊ] .

洁净煤技术ꎬ２０２３ꎬ２９(Ｓ２):３１９ － ３２７.

ＬＩＵ Ｙｕｎ.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 ｒｅｔｒｏｆｉｔ ｏｆ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ｕｎｉ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 . Ｃｌｅａｎ

Ｃｏ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２０２３ꎬ２９(Ｓ２):３１９ － ３２７.

[４] 　 董　 洁ꎬ乔建强. “双碳”目标下先进煤炭清洁利用发电技术研

究综述[Ｊ] . 中国电力ꎬ２０２２ꎬ５５(８):２０２ － ２１２.

ＤＯＮＧ ＪｉｅꎬＱＩＡＯ Ｊｉａｎｑｉａｎｇ.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ｎ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ｃｌｅａｎ ｃｏａｌ ｐｏｗ￣

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ｕｎｄｅｒ " ｃａｒｂｏｎ ｐｅａ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ｎｅｕ￣

ｔｒａｌｉｔｙ" ｇｏａｌ[Ｊ] .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ｏｗｅｒꎬ２０２２ꎬ５５(８):２０２ － ２１２.

[５] 　 刘建浩ꎬ李战国ꎬ马乐乐ꎬ等. 贫煤锅炉灵活性调峰优化调整研

究[Ｊ] . 热能动力工程ꎬ２０２２ꎬ３７(１):１２４ － １３１.

ＬＩＵ ＪｉａｎｈａｏꎬＬＩ ＺｈａｎｇｕｏꎬＭＡ Ｌｅｌｅꎬｅｔ 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ｄ￣

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ｐｅａｋ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ｅａｎ ｃｏａｌ ｂｏｉｌｅｒ[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ꎬ２０２２ꎬ３７(１):１２４ －

１３１.

[６] 　 鲁鹏飞ꎬ薛　 宁. 超临界锅炉超低负荷调峰运行稳燃改造方案

研究[Ｊ] . 热力发电ꎬ２０２２ꎬ５１(１):８７ － ９２.

ＬＵ ＰｅｎｇｆｅｉꎬＸＵＥ Ｎｉｎｇ. Ｆｌａｍｅ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ｓｃｈｅｍｅ ｏｆ ｓｕｐｅｒ￣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ｂｏｉｌｅｒｓ ｆｏｒ ｕｌｔｒａ ｌｏｗ ｌｏａｄ ｐｅａｋ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 Ｊ] .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ꎬ２０２２ꎬ５１(１):８７ － ９２.

[７] 　 张广才ꎬ周　 科ꎬ柳宏刚ꎬ等. 某超临界 ６００ ＭＷ 机组直流锅炉

深度调峰实践[Ｊ] . 热力发电ꎬ２０１８ꎬ４７(５):８３ － ８８.

ＺＨＡＮＧ Ｇｕａｎｇｃａｉꎬ ＺＨＯＵ Ｋｅꎬ ＬＩＵ Ｈｏｎｇｇａｎｇꎬ ｅｔ 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ｄｅｅｐ ｐｅａｋ ｌｏａ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ａ ６００ ＭＷ ｓｕｐｅｒ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ｃｕｒｒｅｎｔ

ｂｏｉｌｅｒ[Ｊ] .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ꎬ２０１８ꎬ４７(５):８３ － ８８.

[８] 　 ＬＩＵ ＸꎬＺＨＡＮＧ Ｊ ＹꎬＴＡＮ Ｈ Ｚꎬｅｔ ａｌ.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ｃｏ － ｆｉｒｉｎｇ ｏｆ ｌｏｗ ｖｏｌａｔｉｌｅ ｃｏａｌ ｉｎ ａ ３３０ ＭＷ ｔａｎｇｅｎｔｉａｌｌｙ

ｆｉｒｅｄ ｂｏｉｌｅｒ [ Ｊ ]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 ２０２１ꎬ ９６:

２４２ － ２５０.

[９] 　 王小龙ꎬ张飞龙ꎬ王　 里ꎬ等. ３３０ ＭＷ 机组燃用贫煤锅炉配煤

掺烧数值模拟研究[Ｊ] . 热力发电ꎬ２０２２ꎬ５１(２):１１２ － １１６.

ＷＡＮＧ Ｘｉａｏｌｏｎｇꎬ ＺＨＡＮＧ Ｆｅｉｌｏｎｇꎬ ＷＡＮＧ Ｌｉꎬ ｅｔ ａｌ.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ｏａｌ ｂｌｅｎｄｉｎｇ ｉｎ ａ ３３０ ＭＷ ｕｎｉｔ ｂｏｉｌｅｒ ｆｉｒｉｎｇ ｌｅａｎ

ｃｏａｌ[Ｊ] .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ꎬ２０２２ꎬ５１(２):１１２ － １１６.

[１０] 　 ＭＡ ＬꎬＦＡＮＧ ＱꎬＹＩＮ Ｃꎬｅｔ ａｌ. Ａ ｎｏｖｅｌ ｃｏｒｎｅｒｆｉｒｅｄ ｂｏｉｌ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ｃｏａｌ 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ＮＯｘ ｅｍｉｓ￣

ｓｉｏｎｓ [Ｊ] .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ｎｅｒｇｙꎬ２０１９ꎬ２３８:４５３ － ４６５.

[１１] 　 沈跃良ꎬ陈如森ꎬ李季梅ꎬ等. ３００ ＭＷ 机组贫煤锅炉改烧烟煤

的研究和实践[Ｊ] . 南方电网技术ꎬ２００９ꎬ３(Ｂ１１):５７ － ６１.

ＳＨＥＮ ＹｕｅｌｉａｎｇꎬＣＨＥＮ ＲｕｓｅｎꎬＬＩ Ｊｉｍｅｉꎬｅｔ 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ａｎｄ ａｃｔｕａｌｉ￣

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ｕｒｎｉｎｇ ｂｉｔｕｍｉｎｏｕｓ ｃｏａｌ ｉｎ ｌｅａｎ ｃｏａｌｆｉｒｅｄ ｂｏｉｌ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３００ ＭＷ ｕｎｉｔ [ Ｊ] .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２００９ꎬ

３(Ｂ１１):５７ － ６１.

[１２] 　 李德波ꎬ狄万丰ꎬ李　 鑫ꎬ等. １ ０４５ ＭＷ 超超临界贫煤锅炉燃

用高挥发分烟煤的燃烧调整研究及工程实践[ Ｊ] . 热能动力

工程ꎬ２０１６ꎬ３１(１):１１７ － １２３ꎬ１３９ － １４０.

ＬＩ ＤｅｂｏꎬＤＩ ＷａｎｆｅｎｇꎬＬＩ Ｘｉｎꎬｅｔ 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１ ０４５ ＭＷ ｕｌｔｒａ￣ｓｕｐｅｒ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ｂｏｉｌｅｒ ｂｕｒｎｉｎｇ ｂｉｔｕ￣

ｍｉｎｏｕｓ ｃｏａｌ ｗｉｔｈ ａ ｈｉｇｈ ｖｏｌａｔｉｌ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ｓｔｅａｄ ｏｆ ｌｅａｎ ｃｏａｌ 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ꎬ２０１６ꎬ３１(１):１１７ － １２３ꎬ１３９ － １４０.

[１３] 　 张　 云ꎬ黄　 俊ꎬ田科峰. 贫煤煤粉锅炉烟煤适应性改造技术

优化及应用[Ｊ] . 锅炉制造ꎬ２０２３(４):１５ － １７.

ＺＨＡＮＧ ＹｕｎꎬＨＵＡＮＧ ＪｕｎꎬＴＩＡＮ Ｋｅｆｅｎｇ.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ｐ￣

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ｄａ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ｒｅ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ｂｉｔｕｍｉｎｏｕｓ ｃｏａｌ

ｆｏｒ ｐｕｌｖｅｒｉｚｅｄ ｃｏａｌ ｂｏｉｌｅｒ [ Ｊ] . Ｂｏｌｉｅｒ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ꎬ２０２３ (４):

１５ － １７.

[１４] 　 段学农ꎬ朱光明ꎬ宾谊沅ꎬ等. 湖南省电厂锅炉混煤掺烧技术

应用[Ｊ] . 中国电力ꎬ２０１０ꎬ４３(２):４８ － ５１.

ＤＵＡＮ ＸｕｅｎｏｎｇꎬＺＨＵ ＧｕａｎｇｍｉｎｇꎬＢＩＮ Ｙｉｙｕａｎꎬｅｔ 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ａｌ￣ｂｌｅｎｄｅｄ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ｂｏｉｌｅｒ

ｉｎ Ｈｕｎａｎ ｐｏｗｅｒ ｐｌａｎｔ[Ｊ] .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ｏｗｅｒꎬ２０１０ꎬ４３(２):４８ － ５１.

[１５] 　 李 　 钧ꎬ阎维平ꎬ刘亚芝. 煤质变化对锅炉燃烧工况的影响

[Ｊ] . 热力发电ꎬ２００９ꎬ３８(８):５９ － ６４.

ＬＩ ＪｕｎꎬＹＡＮ ＷｅｉｐｉｎｇꎬＬＩＵ Ｙａｚｈｉ.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ｏ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ｖａｒｉａ￣

ｔｉｏｎ ｕｐｏｎ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ａｎｇｅｎｔｉａｌ ｆｉｒｉｎｇ ｂｏｉｌｅｒｓ[Ｊ] .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ꎬ２００９ꎬ３８(８):５９ － ６４.

[１６] 　 郑　 国ꎬ龙新峰. ３００ ＭＷ 机组锅炉改烧烟煤改造及防结焦措

施[Ｊ] . 热力发电ꎬ２０１５ꎬ４４(１１):１１８ － １２３.

ＺＨＥＮＧ ＧｕｏꎬＬＯＮＧ Ｘｉｎｆｅｎｇ. Ｒｅｔｒｏｆｉｔｔｉｎｇ ｏｆ ｂｕｒｎｉｎｇ ｂｉｔｕｍｉｎｏｕｓ

ｃｏａｌ ｆｏｒ ａ ３００ ＭＷ ｕｎｉｔ ｂｏｉｌ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ｎｔｉ￣ｃｏｋ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

ｕｒｅｓ[Ｊ] .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ꎬ２０１５ꎬ４４(１１):１１８ － １２３.

[１７] 　 ＷＵ ＴꎬＧＯＮＧ ＭꎬＬＥＳＴＥＲ Ｅꎬｅｔ 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ｙｎｅｒｇｉｓｔ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ｏ￣ｆｉｒｉｎｇ ｏｆ ｃｏａｌ ａｎｄ ｃａｒｂｏｎａｃｅｏｕｓ ｗａｓｔｅｓ [ Ｊ] . Ｆｕｅｌꎬ

２０１３ꎬ１０４:１９４ － ２００.

[１８] 　 罗　 睿ꎬ王智微ꎬ陈华冬ꎬ等. 煤与生物质混燃动力学分析及

协同效应[Ｊ] . 洁净煤技术ꎬ２０２３ꎬ２９(Ｓ２):１９６ － ２０５.

２０１



　 第 １２ 期 曹嘉乐ꎬ等:３６０ ＭＷ 机组贫煤锅炉燃用高挥发分煤种的研究与工程应用

ＬＵＯ ＲｕｉꎬＷＡＮＧ ＺｈｉｗｅｉꎬＣＨＥＮ Ｈｕａｄｏｎｇꎬｅｔ ａｌ. Ｋｉｎｅｔ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ｓｙｎｅｒｇｉｓｔ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ｏａｌ ａｎ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ｂｌｅｎｄｉｎｇ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Ｊ] . Ｃｌｅａｎ Ｃｏ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２０２３ꎬ２９(Ｓ２):１９６ － ２０５.

[１９] 　 王春昌ꎬ王志刚. 锅炉掺烧或改烧高挥发分煤时制粉系统适

应性研究[Ｊ] . 热力发电ꎬ２０１５ꎬ４４(５):３５ － ３８.

ＷＡＮＧ ＣｈｕｎｃｈａｎｇꎬＷＡＮＧ Ｚｈｉｇａｎｇ. Ａｄａ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ａｌ ｐｕｌｖｅｒｉ￣

ｚ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ｗｈｅｎ ｈｉｇｈ￣ｖｏｌａｔｉｌｅ ｃｏａｌ ｉｓ ｂｕｒｎｅｄ ｏｒ ｃｏ￣ｆｉｒｅｄ [ Ｊ] .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ꎬ２０１５ꎬ４４(５):３５ － ３８.

[２０] 　 孙路石ꎬ陆继东ꎬ曾　 丽ꎬ等. 大型电站锅炉煤种适应性分析

实例[Ｊ] . 热能动力工程ꎬ２００２ꎬ１７(４):３５３ － ３５５ꎬ４３３.

ＳＵＮ ＬｕｓｈｉꎬＬＵ ＪｉｄｏｎｇꎬＺＥＮＧ Ｌｉꎬｅｔ 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ｄａｐｔａｂｉｌｉ￣

ｔｙ ｏｆ ｌａｒｇｅ￣ｓｉｚｅｄ ｐｏｗｅｒ ｐｌａｎｔ ｂｏｉｌｅｒｓ ｔｏ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ｃｏａｌｓ[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ꎬ ２００２ꎬ

１７(４):３５３ － ３５５ꎬ４３３.

[２１] 　 谢毓麟ꎬ陈春元ꎬ胡仁德. 煤特性与锅炉炉膛特性的相关性

[Ｊ] . 动力工程ꎬ１９９２ꎬ１２(１):９ － １５ꎬ６３.

ＸＩＥ Ｙｕｌｉｎꎬ ＣＨＥＮ Ｃｈｕｎｙｕａｎꎬ ＨＵ Ｒｅｎｄ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ｏ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ｂｏｌｉｅｒ ｆｕｒｎａｃ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Ｊ] . Ｐｏｗｅｒ Ｅｎｇｉ￣

ｎｅｅｒｉｎｇꎬ１９９２ꎬ１２(１):９ － １５ꎬ６３.

[２２] 　 ＺＨＵ ＣꎬＴＵ ＨꎬＢＡＩ Ｙꎬｅｔ ａ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ｌａｇｇｉｎｇ ａｎｄ ｆｏｕｌｉｎｇ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Ｚｈｕｎｄｏｎｇ ｃｏａｌ ｃｏ￣ｆｉｒ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ａ Ｓｉ / Ａｌ ｄｏｍｉ￣

ｎａｔｅｄ ｌｏｗ ｒａｎｋ ｃｏａｌ[Ｊ] . Ｆｕｅｌꎬ２０１９ꎬ２５４(２):１１５７３０.

[２３] 　 ＤＬ / Ｔ ５２０３￣２０２２ꎬ火力发电厂煤和制粉系统防爆设计技术规

定[Ｓ] .

ＤＬ / Ｔ ５２０３￣２０２２ꎬ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ｃｏｄｅ ｆｏｒ ｅｘｐｌｏｓｉｏｎ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ｃｏａｌ ａｎｄ ｐｕｌｖｅｒｉｚｅｄ ｃｏａｌ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ｆｏｓｓｉｌ￣ｆｉｒｅｄ ｐｏｗｅｒ

ｐｌａｎｔ[Ｓ] .

[２４] 　 ＤＬ / Ｔ ５１４５￣２０１２ꎬ火力发电厂制粉系统设计计算技术规定

[Ｓ] .

ＤＬ / Ｔ ５１４５￣２０１２ꎬ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ｃｏｄｅ ｆｏｒ ｄｅｓｉｇｎ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ａｌ

ｐｕｌｖｅｒｉｚ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ｆｏｓｓｉｌ￣ｆｉｒｅｄ ｐｏｗｅｒ ｐｌａｎｔ[Ｓ] .

[２５] 　 ＤＬ / Ｔ ８３１￣２０１５ꎬ大容量煤粉燃烧锅炉炉膛选型导则[Ｓ] .

ＤＬ / Ｔ ８３１￣２０１５ꎬＧｕｉｄｅ ｏｎ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ｕｒｎａｃ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ｐａ￣

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ｆｏｒ ｌａｒｇｅ ｐｕｌｖｅｒｉｚｅｄ ｃｏａｌ ｆｉｒｅｄ ｂｏｉｌｅｒｓ[Ｓ] .

[２６] 　 姚　 伟ꎬ郝　 兵ꎬ刘家利ꎬ等. 配煤掺烧方式主要特点及燃煤

适应性分析[Ｊ] . 中国电力ꎬ２０１８ꎬ５１(９):２０ － ２７.

ＹＡＯ ＷｅｉꎬＨＡＯ ＢｉｎｇꎬＬＩＵ Ｊｉａｌｉꎬｅｔ ａｌ. Ｍａｉ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ｏａｌ

ｂｌｅｎｄ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ｎｄ ａｄａ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ｏｒ ｂｌｅｎｄｅｄ ｃｏａｌ[ Ｊ] .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ｏｗｅｒꎬ２０１８ꎬ５１(９):２０ － ２７.

[２７] 　 ＤＬ / Ｔ ４６６￣２０１７ꎬ电站磨煤机及制粉系统选型导则[Ｓ] .

ＤＬ / Ｔ ４６６￣２０１７ꎬＧｕｉｄｅ ｏｎ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ｕｌｖｅｒｉｚｅｒｓ ａｎｄ ｐｕｌｖｅｒｉｚ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ｆｏｒ ｐｏｗｅｒ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

[２８] 　 杨忠灿ꎬ姚　 伟. 电厂锅炉变煤种掺烧问题研究[ Ｊ] . 中国电

力ꎬ２０１０ꎬ４３(１１):４２ － ４５.

ＹＡＮＧ ＺｈｏｎｇｃａｎꎬＹＡＯ Ｗｅｉ.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ｂｕｒｎｉｎｇ ｂｌｅｎｄｉｎｇ ｃｏａｌｓ ｉｎ

ｃｏａｌ￣ｆｉｒｅｄ ｂｏｉｌｅｒｓ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ｐｌａｎｔｓ [ Ｊ ] .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ｏｗｅｒꎬ ２０１０ꎬ

４３(１１):４２ － ４５.

(王治红　 编辑)




 

 简　 讯

Ｓｕｚｌｏｎ 风力机将为印度绿色钢铁项目提供电力

２０２４ 年 １０ 月ꎬ印度风力机制造商苏司兰(Ｓｕｚｌｏｎ)集团与印度大型钢铁集团金达尔集团( Ｊｉｎｄａｌ Ｇｒｏｏｐ)

旗下子公司金达尔可再生能源(Ｊｉｎｄａｌ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ｓ Ｐｏｗｅｒ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签署了在印度卡纳塔克邦钢铁资源

丰富的 Ｋｏｐｐａｌ 地区建设 ４００ ＭＷ 风力项目的订单ꎮ

在该项目中ꎬＳｕｚｌｏｎ 将提供 １２７ 台带有混合格子管塔的风力发电机ꎬ每台额定容量为 ３. １５ ＭＷꎮ 所产生

的电力将为恰蒂斯加尔和奥里萨当地的钢铁厂供电ꎬ推动该地区的能源脱碳ꎮ 钢铁是印度的一个重要产业ꎬ

２０１８ 年该国已超过日本ꎬ成为全球第二大钢铁生产国ꎮ 此次合作标志着钢铁可持续生产新时代的开始ꎬ使

金达尔可再生能源子公司能够在 ２０４７ 年之前实现集团的净零排放承诺ꎮ

(孙嘉忆摘译自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ｐｏｗｅｒ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ｉｎｔ. 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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