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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国家对环保和节能的要求不断提高，热力发电厂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
大变化，超临界和超超临界机组正成为今后发展的主流。
为适应专业教学的实际需要，急需编写符合国内热力发电厂现阶段实际情况、能反映国内外科技进步
新成就并具有鲜明专业特色的教材。
本书是针对高等学校热能动力类相关专业而编写的。
　　热力发电厂是电厂热能动力专业本科生的一门必修课。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掌握热力发电厂的工作过程和基本原理，树立安全、效益（经济效益、社会
效益和环境效益）相统一的观点，提高学生分析、研究和解决热力发电厂实际生产问题的独立工作能
力。
让学生认识到热电联产具有节约能源、改善环境、提高供热质量、增加电力供应等提升综合效益的优
点，是改善城市大气环境质量、节约能源的有效手段之一。
　　考虑到我国电力工业今后的发展主流以及国家对环保和节能要求的不断提高，本书的取材以亚临
界、超临界及超超临界大型机组及热力系统为主，紧密结合现场实际，介绍新知识、新技术在现场的
应用情况，系统地阐述大型热力发电厂的工作过程和基本原理、热经济性的评价方法，着重介绍热力
发电厂原则性热力系统的主要问题及分析方法，热力发电厂全厂及机组回热原则性系统拟定、计算，
热力发电厂的原则性及全面性热力系统的组成、连接方式和运行、调整，并对热力发电厂的一些辅助
系统给予简要阐述。
　　本书的编写综合了编者长期教学工作和指导实践环节的经验，尽量将编者的教学体会融合到本书
内容中，使学生在学习中对热力发电厂有一个整体概念，在阐述动力循环基本原理和热经济性分析方
法的基础上，更注重与实际发电厂热力系统相联系，做到理论分析不脱离对象、实际效果与理论分析
相结合，使得学生在学习中既不会感到理论的枯燥，又可获得实践的乐趣。
　　本书由重庆大学冉景煜教授担任主编并统稿，东北电力大学李勇教授担任副主编。
第1章由冉景煜编写，第2章由阴继翔。
（太原理工大学）编写，第3章由冉景煜、唐强（重庆大学）、李勇编写；第4章由李勇、张炳文（东
北电力大学）、冉景煜编写，第5章由赵志军（上海理工大学）、唐强编写，第6章由赵志军编写。
　　本书由西安交通大学严俊杰教授主审。
严俊杰教授在百忙中详细审阅了全部书稿，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使编者在修改过程中获益
匪浅，在此表示诚挚的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所限，书中不足之处和错误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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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热力发电厂整体为对象，阐述其主要的热力设备、热力系统及其运行、调整，并对热力发电厂
的热经济性进行了分析评价。
全书内容共分六章，包括绪论、热力发电厂热经济性评价方法与指标、热力发电厂原则性热力系统、
热力发电厂全面性热力系统、热力发电厂优化运行与调整、热力发电厂其他主要辅助系统。
本书内容反映了热力发电厂现状及国内外的新技术、新成果，并采用了最新的国家标准。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热能动力类专业热力发电厂课程的教材，也可供其他相关专业及大型热力发电
厂的有关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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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教学团队“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课群”领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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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燃料供应系统　燃料供应系统是接受燃料、将燃料储存并向锅炉输送的工艺系统，有输煤系统
和点火油系统、煤粉制备系统。
它是为提高锅炉效率和经济性能，将原煤碾磨成细粉然后送进锅炉炉膛进行悬浮燃烧所需设备和有关
连接管道的组合，常简称为制粉系统。
　　煤最主要的运输方式是铁路运输，沿海、沿江电厂也多采用船运。
　　点火油系统除点火时投人运行外，在锅炉低负荷时投油以保证其稳定燃烧。
　　3.除灰系统　　除灰系统是将煤燃烧后产生的灰渣运出和堆放的系统。
除灰系统的形式是选厂阶段、可行性研究阶段考虑方案最多的环节之一。
系统的选择要根据灰渣量，灰渣的化学、物理特性，除尘器形式，排渣装置形式，冲灰水质、水量，
发电厂与储灰场的距离、高差、地形、地质和气象等条件，通过技术经济比较确定。
4.水处理系统　为了保证热力设备安全，防止热力设备结垢、腐蚀、积盐，化学水处理系统是用化学
方法对不同品质的原水，即热力系统循环用水进行处理的系统。
尤其是随热力设备参数的提高和容量的增大，对作为热力循环介质的水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热力发电
厂化学水处理的任务也越来越重。
　　锅炉补给水处理是对热力系统汽水循环过程中，对因各种汽水损失而需向锅炉补给的水进行处理
的技术。
锅炉补给水处理方式的选择与锅炉参数、原水水质有关。
高压参数以上的锅炉补给水几乎都采用离子交换的除盐方式，但都要进行预处理，除去水中的悬浮物
及有机物。
因此，锅炉补给水处理系统一般由预处理及除盐系统组成；中低压锅炉一般采用钠离子交换剂对水作
软化处理。
　　5.供水系统　　供水系统是向热力系统凝汽器提供冷却用循环水及补充水的系统。
电厂的供水主要用途为：冷却汽轮机的排汽；供给汽轮发电机组的冷油器、空气或其他气体冷却器；
冷却辅助机械的轴承；补充厂内外的汽、水损失；水力除灰及其他生产和生活上的需要等。
其中，凝汽器的冷却水量约占总冷却水量的95％以上。
　　热力发电厂的供水一般为三种形式：由海洋、江河、湖泊取水，经凝汽器后直接排放的直流供水
系统，或称开式供水系统；具有冷却水池、喷水池或冷水塔的循环供水系统，或称闭式供水系统；有
时也可将以上两种方式结合起来运行，称为联合供水系统或混合供水系统。
　　在缺水地区采用空气凝汽系统，空气凝汽系统的特点是取消了中间热介质——循环水或冷却水，
用空气直按吸收汽轮机排汽的潜热并使排汽凝结。
这种凝汽系统经常被称为干式冷却系统或空气冷却系统。
空冷系统可分为直接空冷系统和间接空冷系统。
　　⋯⋯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热力发电厂>>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