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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反扩散火焰的低 ＮＯｘ 旋流燃烧器数值模拟

徐传义ꎬ邵亚丽ꎬ卢　 平ꎬ宋　 涛
(南京师范大学 能源与机械工程学院ꎬ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

摘　 要:采用非预混稳态小火焰模型(Ｓｔｅａｄｙ Ｆｌａｍｅｌｅｔ ＭｏｄｅｌꎬＳＦＭ)耦合 １１０ 步甲烷燃烧简化机理和 Ｒｅａｌｉｚａｂｌｅ ｋ － ε
模型对反扩散 －旋流低氮燃烧器进行模拟ꎬ对比分析了不同旋流角度(３０°ꎬ４５°和 ６０°)及过量空气系数(１. ０５ꎬ
１ １０ꎬ１ １５ 和 １. ２０)下燃烧时燃烧室内各截面轴向速度分布、中心截面温度及 ＮＯｘ 质量浓度分布ꎮ 详细研究了燃

烧室内天然气与空气的燃烧特性及 ＮＯｘ的排放规律ꎮ 模拟结果表明:随着旋流叶片角度逐渐增大ꎬ燃烧室内回流

作用逐渐增强ꎬ导致火焰长度变短、燃烧室内最高温度及出口 ＮＯ质量浓度逐渐降低ꎻ在旋流叶片角度为 ６０°时ꎬ出
口 ＮＯ质量浓度仅为 １１４ ｍｇ / ｍ３ꎻ随着过量空气系数逐渐增大ꎬ火焰末端温度逐渐提高ꎬ导致燃烧室出口 ＮＯ排放量

逐渐增大ꎻ在过量空气系数为 １. ２ 时ꎬ出口 ＮＯ质量浓度达到 ２９４ ｍｇ / ｍ３ꎬ相比于过量空气系数为 １. ０５ 时ꎬ其 ＮＯ排

放量增加 １５３％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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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ＮＯ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ｔ ｔｈｅ ｏｕｔｌｅｔ ｏｆ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ｃｈａｍｂｅｒꎻ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ｅｘｃｅｓｓ ａｉｒ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ｉｓ １. ２ꎬ ｔｈｅ
ｏｕｔｌｅｔ ＮＯ ｍａｓｓ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ａｃｈｅｓ ２９４ ｍｇ / ｍ３ꎬ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ｘｃｅｓｓ ａｉｒ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１. ０５ꎬ ｔｈｅ
ＮＯ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ｂｙ １５３ ％ .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ｉｎｖｅｒｓｅ￣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ｓｗｉｒｌ ｂｕｒｎｅｒꎬ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ｇａｓ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ꎬ ｅｘｃｅｓｓ ａｉｒ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ꎬ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ꎬ ｓｗｉｒｌ ａｎｇｌｅ

引　 言

天然气是一种清洁能源ꎬ相较于煤炭ꎬ其燃烧

过程中产生的燃料型 ＮＯｘ 较少[１]ꎮ 然而ꎬ天然气

燃烧温度 较 高ꎬ导 致 热 力 型 ＮＯｘ 的 排 放 量 较

高[２ － ３]ꎮ 近年来ꎬ我国新建燃气锅炉 ＮＯｘ 排放标准

愈加严格ꎬ允许排放的 ＮＯｘ 质量浓度已由 ２０１０ 年

的 ４００ ｍｇ / ｍ３降低至 ２０２０ 年的 ２００ ｍｇ / ｍ３(本文中

ＮＯ质量浓度均按 ３. ５％氧含量折算)ꎮ 因此ꎬ为了

满足日趋严厉的环保标准ꎬ降低燃气锅炉 ＮＯｘ 排放

量迫在眉睫ꎮ
反扩散火焰[４] ( Ｉｎｖｅｒｓｅ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ＦｌａｍｅꎬＩＤＦ)是

一种内部为空气喷流、外部为燃料喷流的燃烧方式ꎮ
在 ＩＤＦ研究中ꎬ一方面需关注氧化剂注入口的雷诺

数、当量比或燃烧器的几何形状[５ － ７]ꎬ另一方面应

关注在燃料中的添加剂(如氢气)的使用[８]ꎮ Ｄｏｎｇ
等人[９]研究了 ７ 种不同结构的火焰ꎬ结果表明ꎬ７ 种

火焰中最突出的是由扩散基础火焰和火焰颈连接的

顶部预混合火焰组成ꎬ火焰具有较少的烟尘排放和

较低的污染物排放ꎮ Ｓｚｅ等人[１０]研究了射流反扩散

火焰的 ＮＯｘ排放量ꎬ结果表明ꎬ在当量比为 １. ２ 时

ＮＯｘ排放达到最大值 ３. ２ ｇ / ｋｇꎮ Ｓｏｎｇ 等人[１１]研究

不同燃烧器入射角对反扩散火焰的影响ꎬ结果表明ꎬ
入射角为 ４５°的燃烧器产生的火焰高度高于入射角

为 ６０°ꎬ７５°和 ９０°的燃烧器ꎮ 随着入射角的减小ꎬ火
焰的径向剪切速度增加ꎬ火焰趋于稳定ꎮ 在 ＩＤＦ 数

值研究中ꎬＫａｐｌａｎ等人[１２]比较了 ＩＤＦ和扩散火焰在

层流状态下的烟尘形成ꎬ得出 ＩＤＦ 比扩散火焰的烟

尘排放更少ꎮ Ｌｉ等人[１３]采用涡耗散概念模型(ＥＤＣ
模型)和详细的化学反应机理ＧＲＩ ３. ０对合成气湍

流 ＩＤＦ进行了数值研究ꎬ结果表明ꎬ在中等或强烈的

低氧燃烧过程中ꎬ ＩＤＦ 对燃烧过程的稳定性至关

重要ꎮ
由于 ＩＤＦ具有不回火、可燃性范围广、在湍流燃

烧中不需要值班火焰、燃烧稳定等优点ꎬ在商业燃烧

器、废气及废液燃烧、炼铁、煤燃烧的污染物控制以

及煤气化等方面得到了广泛的应用ꎮ ＩＤＦ 中燃料 /
空气在局部区域混合度不高ꎬ因此改善燃料 /空气的

混合是提高 ＩＤＦ燃烧效率的重要方向ꎮ 例如ꎬ采用

不同数量的燃料入口或在空气射流入口添加旋流叶

片ꎬ加快燃料空气的混合ꎮ
本文设计了一种新型反扩散 －旋流燃气燃烧

器ꎬ采用非预混 －稳态小火焰模型耦合甲烷燃烧简

化机理(２３ 种组分ꎬ１１０ 步反应机理)详细描述 ＣＨ４
燃烧过程ꎬ并研究不同旋流强度和过量空气系数对

流场、温度场及 ＮＯｘ 排放的影响规律ꎬ为反扩散 －
旋流燃烧器在燃气锅炉中合理运行与优化提供

参考ꎮ 　

１　 物理模型、数值模拟方法及边界条件

１. １　 物理模型

燃烧器物理模型如图 １ 所示ꎮ 模拟对象为天然

气反扩散 －旋流燃烧器ꎬ其燃烧室是 １. ８ ｍ × １０ ｍ
的圆柱体ꎮ 燃烧器中心为空气进口ꎬ围绕中心空气

进口均匀分布 ８ 个燃料进口ꎮ 中心空气进口分布着

８ 片旋流叶片ꎬ叶片根部固定在外径为 ７６ ｍｍ 的枢

轴上ꎬ叶片边缘固定在内径为 ３００ ｍｍ 的管壁上ꎮ
燃气管是一段直径为 ３２ ｍｍ、长度为 ２９４ ｍｍ 顶端

为椭圆切口的圆管ꎮ 图 １( ｂ)中ꎬ椭圆切口表面有

５７ 个直径为 ６ ｍｍ 的喷孔ꎬ模拟中将其简化为等面

积椭圆切口ꎬ即燃气通过椭圆切口喷入燃烧室ꎮ

１. ２　 数值方法

连续性方程:
∂ｕ
∂ｘ ＋

∂ｖ
∂ｙ ＋ ∂ｗ∂ｚ ＝ ０ (１)

式中: ｕꎬｖ 和 ｗ—ｘ ꎬｙ 和 ｚ 方向上气体燃料的分速

度ꎬｍ / ｓꎮ
动量方程:
∂(ρｕｉｕ ｊ)
∂ｘ ｊ

＝ － ∂ｐ∂ｘｉ
＋ ∂∂ｘ ｊ

μ
∂ｕｉ

∂ｘ ｊ

æ
è
ç

ö
ø
÷＋ ρｆｉ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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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物理模型

Ｆｉｇ. １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式中:ｘｉꎬｘ ｊ—ｉꎬｊ 方向坐标ꎻｕ ｊ—ｊ 方向气体燃料速度ꎬ

ｍ / ｓꎻｕｉ—ｉ 方向速度ꎬｍ / ｓꎻρ—气体密度ꎬｋｇ / ｍ３ꎻｐ—
压强ꎬＰａꎻμ—动力粘度ꎬＰａｓꎻ ｆｉ—单位质量流体所

受到的质量力ꎬＮ / ｋｇꎮ
能量方程:
∂(ρｕｈ)
∂ｘ ＋ ∂(ρｖｈ)∂ｙ ＋ ∂(ρｗｈ)∂ｚ ＝ － ｐｄｉｖＵ ＋

ｄｉｖ(λｇｒａｄＴ) ＋ Φ ＋ Ｑ (３)
式中:λ—流体换热系数ꎬＷ / ( ｍ２Ｋ)ꎻ ｈ—比焓ꎬ
Ｊ / ｋｇꎻＴ—温度ꎬＫꎻ Ｕ—内能ꎬＪ ꎻＱ—单位微元体燃料

燃烧放热量ꎬＷ / ｍ３ꎻΦ—流体粘性作用ꎬＷ / ｍ３ꎮ
采用 Ｒｅａｌｉｚａｂｌｅ ｋ － ε 模型描述气体的湍流运

动[１４ － １５]ꎻ采用灰体 ＤＯ辐射模型[１６]、非预混稳态小

火焰模型[１７ － １８]和包含 ２３ 种组分、１１０ 步基元反应

的简化机理来描述 ＣＨ４和空气燃烧反应ꎮ
１. ３　 边界条件设置

计算边界条件设置为:空气入口选用速度入口ꎬ
水力直径为 ２２４ ｍｍꎬ温度为 ４９３ Ｋꎬ湍流强度为

３％ ꎬ定义混合分数为零ꎮ 燃气入口选用速度入口ꎬ
水力直径为 ４１. ５２ ｍｍꎬ温度为 ３００ Ｋꎬ湍流强度为

４％ ꎬ定义混合分数为 １ꎮ 烟气出口选用压力出口ꎮ
各工况入口速度如表 １ 所示ꎮ

表 １　 入口边界条件

Ｔａｂ. １ Ｉｎｌｅｔ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工况
叶片角度 /

( °)

旋流

强度

过量空

气系数

燃气速度 /

ｍｓ － １
空气速度 /

ｍｓ － １

１ ３０ ０. ４０ １. ０５ １００. ６８ ４６. ５２

２ ４５ ０. ６９ １. ０５ １００. ６８ ４６. ５２

３ ６０ １. １８ １. ０５ １００. ６８ ４６. ５２

４ ６０ １. １８ １. １０ １００. ６８ ４８. ７３

５ ６０ １. １８ １. １５ １００. ６８ ５０. ９５

６ ６０ １. １８ １. ２０ １００. ６８ ５３. １７

２　 网格无关性验证及模型验证

２. １　 网格无关性验证

不同网格数量对模拟结果的影响如图 ２ 所示ꎮ

图 ２　 ５ 种网格数量对模拟结果的影响

Ｆｉｇ. 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ｆｉｖｅ ｍｅｓｈ ｑｕａｎｔｉｔｉｅｓ ｏｎ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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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ａ)和图 ２(ｂ)分别为 Ｚ ＝ ７ ｍ 处(图 １)轴
向速度和温度分布ꎬ其中 Ｚ 轴是炉膛的中心轴线ꎮ
从图中可以看出ꎬ网格数为 ５７ 万、８３ 万及 １１７ 万模

拟计算结果差距较大ꎻ网格数为 １１７ 万、１２７ 万及

１３７ 万模拟计算结果差距较小ꎮ 综合考虑计算数量

及精度ꎬ选取 １１７ 万网格数量进行研究ꎮ
２. ２　 模型验证

为获得准确模拟结果ꎬ进行了模型可靠性验证ꎮ
选取德国埃尔朗根 － 纽伦堡大学 Ｓｏｍｍｅｒｆｅｌｄ[１９]燃
烧器模型ꎬ并将模拟结果与实验数据相对比ꎮ

实验与模拟所得轴向速度沿轴线的分布如图 ３
所示ꎮ 轴向速度在轴向距离为 ０. ０８ ~ ０. ３８ ｍ 范围

内小于零ꎬ说明该区域内存在回流区ꎮ 随着轴向距

离增加ꎬ回流区结束ꎬ轴向速度逐渐增加至正值ꎬ在
出口处达到 ３ ｍ / ｓꎮ 在大部分区域模拟结果与实验

数据吻合较好ꎬ表明建立的数值模型能够对天然气

反扩散燃烧过程进行较为精确的模拟ꎮ

图 ３　 实验与模拟轴向速度沿中心轴线分布比较

Ｆｉｇ. 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ａｘｉａｌ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ｘｉｓ

３　 结果与讨论

３. １　 基本工况数值模拟

将工况 ３ 作为基本工况ꎬ研究反扩散 －旋流燃

烧过程中的速度场、温度场及组分场的分布特性ꎮ
冷态时燃烧室内流场分布如图 ４ 所示ꎮ 最大速

度位于燃料喷口附近ꎬ最大值约为 ６７ ｍ / ｓꎮ 在空气

入口处ꎬ速度沿 Ｚ 轴负方向ꎬ最大值约为 － ２５ ｍ / ｓꎮ
由于空气入口存在旋流ꎬ在燃烧室入口区域形成局

部回流区ꎬ即外部回流区ꎮ 外部回流区以燃烧室壁

面为界ꎬ流动边界的扩张受到限制ꎬ导致燃烧室内与

壁面接触的气流被分成两股ꎬ一股沿初始方向继续

向前流动至出口ꎬ另一股沿相反方向形成回流ꎮ 外

部回流区通过卷吸高温烟气ꎬ对混合气体进行加热ꎬ
稳定燃烧ꎮ 在截面 ｚ 为 ０. ５ꎬ１ꎬ１. ５ 和 ２ ｍ 时ꎬ轴向

速度在中心区域大于零ꎬ而近壁面处小于零ꎮ 随着

轴向距离增加ꎬ速度为负值区域逐渐减小ꎬ说明回流

影响逐渐减弱ꎮ 在 ｚ 为 ４ 和 ６ ｍ 时ꎬ速度全部变为

正值ꎬ表明回流区在燃烧室尾部已消失ꎮ 由于燃料

进口速度较大ꎬ形成更大的外部回流区ꎬ使中心回流

区受到较大的压力ꎬ导致中心回流区在旋流气体出

口处停滞ꎬ造成在燃烧室中心区域燃气 /空气混合较

差ꎮ 由于中心空气流速较小ꎬ导致轴向速度在中心

区域较小ꎬ因此速度分布呈现 Ｍ型ꎮ

图 ４　 冷态时流场分布

Ｆｉｇ. ４ Ｆｌｏｗ ｆｉｅｌ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ｌｄ ｓｔａｔｅ

热态运行时不同截面轴向速度分布如图 ５ 所

示ꎮ 相对于冷态轴向速度分布ꎬ热态下的轴向速度

分布曲线形状并未发生变化ꎬ即速度分布仍呈现 Ｍ
型ꎮ 在热态条件下ꎬ外部回流区仍然存在ꎬ但回流区

面积相对于冷态时有所下降ꎮ 在 Ｚ ＝ ０. ５ ｍ 截面

处ꎬ轴向速度在燃料喷口(Ｒ ＝ ０. １５ｍ)附近达到最

大值ꎬ最大速度为 ６５ ｍ / ｓꎬ相对于冷态时有明显提

高ꎮ 这是因为在燃烧过程中释放出大量热量ꎬ加热

了炉内气体ꎬ导致气体速度明显增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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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热态运行时不同截面轴向速度的分布

Ｆｉｇ. ５ Ａｘｉａｌ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ｈｏｔ ｓｔａｔｅ

热态运行时温度分布如图 ６ 所示ꎮ 燃烧室内温

度分布关于 Ｚ 轴对称ꎬ最高温度为 １ ９１４ Ｋꎮ 高温区

域主要分布在外部回流区与中心轴线交界处、燃烧室

头部和尾部区域ꎮ 由于中心轴线与外回流区交界处

是火焰边缘ꎬ导致此处温度较高ꎬ温度在 １ ９００ Ｋ 左

右ꎮ 燃烧室头部存在高温区是由于此处气体受到回

流烟气加热ꎬ温度升高至 １ ８００ Ｋ左右ꎮ 由于中心回

流区停滞ꎬ燃气与空气在燃烧室前端混合较差ꎬ导致

燃烧反应主要集中在燃烧室中后段(Ｚ 在 ６. ５ ~７. ５ ｍ
范围内)ꎬ此处温度为 １ ９００ Ｋꎮ 由图 ６(ｂ)可知ꎬ随
着轴向距离增大ꎬ火焰温度在 Ｚ ＝ ３ ｍ 处逐渐升高ꎮ
在燃烧室尾部ꎬ旋流作用逐渐减弱ꎬ射流速度也逐渐

减小ꎬ在壁面冷却作用下ꎬ火焰温度有所下降ꎮ
燃烧室内 ＮＯ质量浓度分布如图 ７ 所示ꎮ 可以

看出ꎬＮＯ 质量浓度沿着轴向先增大后减小ꎬ在 Ｚ ＝
７ ｍ附近达到最大值ꎬ约为 ５１６ ｍｇ / ｍ３ꎮ 在燃烧室头

部温度较低区域 ＮＯ质量浓度较低ꎬ是因为燃气和空

气在该区域尚未充分混合燃烧ꎮ 在燃烧室头部高温

区域ꎬ回流烟气使该区域氧含量降低ꎬ抑制部分热力

型 ＮＯｘ形成ꎮ 在中心轴线附近ꎬＮＯ 质量浓度较大ꎬ
这是因为此处为火焰锋面ꎬ大量热力型 ＮＯ生成ꎬ之
后受到燃烧室壁面的冷却作用ꎬＮＯ的生成量降低ꎮ

图 ６　 热态运行时温度分布

Ｆｉｇ. ６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ｏｔ ｓｔａｔｅ

图 ７　 ＮＯ 质量浓度分布

Ｆｉｇ. ７ ＮＯ ｍａｓｓ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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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　 旋流角度影响

旋流角度对轴向速度分布的影响如图 ８ 所示ꎮ

在 Ｚ 为 ０. ５ꎬ１. ０ꎬ１. ５ 和 ２. ０ ｍ 截面处ꎬ轴向速度在

燃料喷口附近达到最大值ꎮ 对比不同旋流叶片角度

下速度分布曲线可以发现ꎬ旋流叶片角度为 ３０°和

４５°时ꎬ在 Ｚ ＝ ６ ｍ 截面处速度分布仍能保持 Ｍ 型ꎬ

而 ６０°旋流叶片下 Ｚ ＝ ６ ｍ 截面处速度分布已不符

合 Ｍ 型ꎬ可见旋流强度越强ꎬ轴向速度在燃烧室后

端分布越平缓ꎮ

图 ８　 旋流角度对不同截面轴向速度沿

径向分布的影响

Ｆｉｇ. ８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ｗｉｒｌ ａｎｇｌｅ ｏｎ ａｘｉａｌ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ａｌｏｎｇ ｒａｄｉａｌ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空气射流旋流强度的改变将影响燃料与空气间

的混合度ꎬ并进一步影响燃烧效果ꎮ 旋流角度对温

度分布的影响如图 ９ 所示ꎮ 低旋流强度下ꎬ火焰较

细长ꎬ而高旋流强度条件下则较饱满ꎬ这是因为旋流

强度较低时ꎬ天然气和空气混合程度较低ꎬ导致燃料

在前端不完全燃烧的比例较高ꎬ未燃尽的燃料需要

经过更长的时间才能被消耗[２０]ꎮ 由图 ９(ｂ)可知ꎬ

随着旋流叶片倾角增大ꎬ火焰表面温度抬升的位置

逐渐提前ꎬ中心轴线最高温度逐渐增大ꎬ这是因为随

着旋流强度增大ꎬ燃料和空气之间更好地混合ꎬ从而

导致快速燃烧ꎬ中心线温度急剧升高ꎮ

图 ９　 旋流角度对温度分布的影响

Ｆｉｇ. ９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ｗｉｒｌ ａｎｇｌｅ ｏ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图 １０ 为旋流角度对 ＮＯ质量浓度分布的影响ꎮ

叶片倾角为 ３０°ꎬ４５°及 ６０°时ꎬ燃烧室内 ＮＯ 最高质

量浓度分别为 １ １００ꎬ１ ０００ 及 ５１６ ｍｇ / ｍ３ꎮ 在燃烧

室头部区域ꎬＮＯ质量浓度较低ꎬ这是由于旋流强度

较强ꎬ使得大量的烟气回流ꎬ导致此处含有未完全燃

烧产生的 ＣＯ 将部分 ＮＯ 还原为 Ｎ２ꎮ 由表 ２ 出口

ＮＯ质量浓度可知ꎬ在叶片角度为 ３０°和 ４５°时ꎬ出口

ＮＯ质量浓度较高ꎬ分别为 １７１ 和 １５２ ｍｇ / ｍ３ꎬ这是

由于炉内反应物混合度较低ꎬ燃烧反应区向后移ꎬ造

成出口 ＮＯ质量浓度上升ꎮ

５７１



热 能 动 力 工 程 ２０２３ 年　

图 １０　 旋流角度对 ＮＯ 质量浓度分布的影响

Ｆｉｇ. １０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ｗｉｒｌ ａｎｇｌｅ ｏｎ ＮＯ ｍａｓｓ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表 ２　 旋流角度对燃烧室出口 ＮＯ 质量浓度

的影响

Ｔａｂ. ２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ｗｉｒｌ ａｎｇｌｅ ｏｎ ＮＯ ｍａｓｓ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ｃｏｍｂｕｓｔｏｒ ｏｕｔｌｅｔ

叶片角度 / ( °) ＮＯ质量浓度 / ｍｇｍ － ３

３０ １７１

４５ １５２

６０ １１４

３. ３　 过量空气系数影响

过量空气系数是指实际输入空气量与理论计算

空气量之比ꎬ若过量空气系数过低ꎬ将导致燃料不完

全燃烧ꎬ若过量空气系数过大ꎬ过量的冷空气不参与

燃烧ꎬ将导致热效率降低ꎮ 在旋流叶片倾角为 ６０°

时ꎬ研究不同过量空气系数 α 对燃烧特性的影响规

律ꎬ具体参数设置见表 １ 中的工况 ３ ~ ６ꎮ

过量空气系数对温度分布的影响如图 １１ 所示ꎮ

由图可知ꎬ在 α ＝ １. ０５ 时ꎬ炉膛出口温度为 １ ９１４ Ｋꎻ

当 α ＝ １. ２ 时ꎬ炉膛出口温度为 １ ９４５ Ｋꎮ 这是因为

空气喷射对燃气的夹带程度随着过量空气系数增大

逐渐提高ꎬ火焰末端燃气 /空气混合更加充分ꎬ导致

火焰末端燃烧方式变为预混燃烧ꎬ进而火焰末端温

度升高[２１ － ２２]ꎮ 随着过量空气系数增大ꎬ燃烧室内

高温区域面积逐渐增大ꎮ

图 １１　 过量空气系数对温度分布的影响

Ｆｉｇ. １１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ｅｘｃｅｓｓ ａｉｒ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ｌｏｎｇ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ｘｉｓ

过量空气系数对 ＮＯ质量浓度分布的影响如图

１２ 及表 ３ 所示ꎮ 当过量空气系数为 １. ０５ 时ꎬＮＯ 质

量浓度在 Ｚ ＝ ４ ｍ开始逐渐上升ꎬ在 Ｚ ＝ ７ ｍ附近达

到最大值ꎬ最大值为 ５１６ ｍｇ / ｍ３ꎮ 中心轴线 ＮＯ质量

浓度在达到峰值前较为接近ꎬ达到峰值后随着 α 减

小 ＮＯ质量浓度逐渐减小ꎮ 随着 α 逐渐增大ꎬ燃烧

室内火焰温度逐渐上升ꎬ出口 ＮＯ 质量浓度逐渐

升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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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２　 过量空气系数对 ＮＯ 质量浓度分布的影响

Ｆｉｇ. １２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ｅｘｃｅｓｓ ａｉｒ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ｎ ＮＯ ｍａｓｓ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表 ３　 过量空气系数对燃烧室出口 ＮＯ

质量浓度的影响

Ｔａｂ. ３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ｅｘｃｅｓｓ ａｉｒ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ｎ ＮＯ ｍａｓｓ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ｃｏｍｂｕｓｔｏｒ ｏｕｔｌｅｔ

过量空气系数 ＮＯ质量浓度 / ｍｇｍ － ３

１. ０５ １１４

１. １０ １７２

１. １５ ２２１

１. ２０ ２９４

４　 结　 论

本文针对反扩散 －旋流燃烧器ꎬ采用非预混稳

态小火焰模型(Ｓｔｅａｄｙ Ｆｌａｍｅｌｅｔ Ｍｏｄｅｌ)耦合 １１０ 步

甲烷燃烧简化机理和 Ｒｅａｌｉｚａｂｌｅ ｋ － ε 模型描述甲烷

燃烧过程ꎬ研究了旋流强度和过量空气系数对流场

及燃烧特性的影响规律ꎬ主要结论如下:

(１) 通过燃烧器旋流作用ꎬ在壁面附近形成外

部回流区ꎬ通过卷起高温烟气稳定燃烧ꎮ 当空气进

气速度较大时ꎬ其燃烧方式趋于预混燃烧ꎬ火焰末端

温度较高ꎮ 当空气进气速度较低时ꎬ其燃烧方式趋

于扩散燃烧ꎬ火焰末端温度较低ꎮ
(２) 当叶片旋流叶片角度为 ６０°时ꎬ燃烧室内

外部回流区面积最大ꎬ轴向速度衰减更快ꎮ 此时燃

烧室内气体混合效果较好、火焰较短且 ＮＯ 排放量

较低ꎬ出口 ＮＯ质量浓度为 １１４ ｍｇ / ｍ３ꎮ
(３) 随着过量空气系数由 １. ０ 增加到 １. ２ꎬ火

焰末端燃气 /空气混合更加充分ꎬ火焰末端趋于预混

燃烧方式ꎬ其温度升高ꎬ导致 ＮＯ 排放量增加ꎬ当
α ＝ １. ２ 时ꎬ出口 ＮＯ质量浓度最大ꎬ为 ２９４ ｍｇ / ｍ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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