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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电厂锅炉(能源动力类专业)》主要讲述大型火力发电厂燃煤锅炉，
包括煤粉锅炉和循环流化床锅炉的原理及设备。
具体内容有：电厂锅炉概述，锅炉设备、系统及其工作原理，燃料及燃料燃烧计算，锅炉热平衡计算
和试验方法，燃料制备系统及设备，燃烧理论基础和燃烧设备，蒸发设备，过（再）热设备，自然循
环锅炉，控制流动锅炉，蒸汽净化，锅炉运行及事故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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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三）直流燃烧器的布置及其炉内空气动力特性 由于直流燃烧器的射流本身不旋
转，在炉内卷吸高温烟气的能力不够强，还不足以使煤粉强烈着火，所以直流燃烧器通常采用四角布
置切圆燃烧方式，即其出口气流的几何轴线射向炉膛中心的一个假想切圆。
从每一角的燃烧器喷出的煤粉气流，除依靠射流本身卷吸的高温烟气和接受炉膛火焰的辐射热以外，
主要靠四角布置中来自上游邻角正在剧烈燃烧的高温火焰冲击混合和紊流加热作用，使之很快着火燃
烧，从而在炉膛中心形成一个稳定的强烈旋转火炬。
在离心力的作用下，旋转气流向四周扩展，在炉膛中心形成真空，即无风区。
无风区的外面是气流强烈旋转的强风区，最外围是弱风区。
另一方面由于引风机的抽力，迫使气流上升，结果在炉膛中形成一个螺旋上升气流（见图5—22），这
不仅改善了火焰在炉内的充满度，延长了煤粉在炉内的停留时间，而且使直流射流的射程长，在炉膛
烟气中的贯穿能力强。
同时，由于气流在炉膛中心的强烈旋转，着火后的煤粉火炬和大量的二次风相互卷吸，使热量、质量
和动量交换十分强烈，炉内温度、氧浓度等更趋于均匀，不仅加速了煤粉的燃烧和燃尽，而且炉内热
负荷均匀。
此外，切圆燃烧方式还具有每角直流燃烧器均由多个一、二次风喷嘴所组成，负荷变化时调节灵活，
对煤种适应性强，控制和调节手段也较多；便于实现分段送风，组织分段燃烧，从而抑制NOx的排放
；炉膛结构简单，便于大容量锅炉的布置等特点。
     在实际燃烧过程中，从燃烧器喷口射出的气流并不能保持沿喷口几何轴线方向前进，而会出现一定
程度的偏斜，气流会偏向炉墙一侧，使实际气流的切圆直径总是大于假想切圆直径，如图5.22所示。
由于一次风煤粉气流动量比二次风小，刚性较差，因此一次风煤粉气流的偏斜也最厉害，使一次风在
着火早期得不到足够的氧量而产生还原性气氛。
偏斜严重时，会导致煤粉气流贴附或冲击炉墙而造成水冷壁的结渣。
所以，从避免水冷壁结渣的角度来看，应尽量减小一次风煤粉气流的偏斜。
影响煤粉射流偏斜的主要因素如下： （1）上游邻角气流的横向推力。
一次风射流的偏斜，首先是由于受到上游邻角气流的横向推力作用，而邻角横向推力的大小，决定于
炉内气流的旋转强度，其中二次风射流的动量矩是起主要作用的。
二次风动量增加，中心旋转强度就增大，对四角气流的横向推力也增大，致使一次风射流偏斜加剧。
当然，由于二次风射流的动量比一次风大，在一、二次风射流混合的过程中，二次风动量会有一部分
传给一次风，而使一次风偏斜减缓。
但试验证明，这个作用远小于横向推力。
一次风射流本身具有的动量，或者说一次风的刚性，是维持一次风射流不偏转的内在因素，它的动量
越大，刚性越强，射流偏斜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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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电厂锅炉(能源动力类专业)》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
。
《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电厂锅炉(能源动力类专业)》为高等院校热能动力工程专业电厂锅
炉课程用书，适用于热能动力工程类各专业方向的学生，也可供从事相关专业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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