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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 “ 能源与燃烧科学进展 ” 杂志的一期特

,

由美国能源部煤炭燃烧与应

用工作组 编辑 内容有一篇综述文章 “ 发展中的燃煤技术 ” 由 封淤产术界与工

业界专家撰写
,

和一组关 护燃煤应用中某此基本问题的文 章及其讨论 这组文章 刀 一 次 由

组织的讨论会的论文
,

计有下列 儿篇

汉 界对火侧堆积问题的看法
。

煤的结构 与燃烧特性的关系

矿物质成分与燃烧结渣
、

积灰及侵蚀的关系

凌 煤炭燃烧的流体力学 综述

燃煤系统测量中的非接触诊断技术

声学测量仪表

煤炭燃烧过程的模化

煤的清洗与粉碎
“ 发展中的燃煤技术 ” 全面介绍了现有煤粉燃烧技术的改进和在研究发展中的一 些新的

燃煤技术 现有技术主要是指粉煤燃烧中的各个环节
,

文章指出了这些环节的改进对于经济

性和运行可靠性的影响 发展中的新技术有各种煤浆的直接燃烧及在燃气
一

蒸汽联合循 环 中

的应用
,

常版与高压流态化燃烧
,

新型燃煤燃烧器等 从技术和经济角度分析 讨论
一

各种方

法
,

说明 了当前烧煤电站的发电成本比核电和烧油为低
,

各种烧煤技术的建设投资将大致相

等 从以往的技术发展历史来看
,

在电力
一

业 「‘ ,

一项重大新技术从实验室阶段发展到在工

业市场中占有相当大比重
,

大约需要“。年的时间
,

因而技术改进将是逐步发展的而不会是芽
命性的

从经济角度分析
,

油煤浆和清洗煤浆联合循环都由于成本过高而难于推
‘

一 水煤浆的应

用技术尚需在大型锅炉长期运行中得到验证 常压流态化燃烧在工业锅炉中已开始推广
,

它

在燃料适应性和满足环境保护要求等方面有一定优点 高压流态化燃烧正在研究之中

文章又分析讨论了 一些实际运行中的重要问题 煤的清洗 积灰
、

结渣间题
,

指出这是

一个十分严重的实际问题并讨论 了各种影响因素 烧煤对环境的影响及防 上污染措施 , 燃煤

装置的安全问题
。

对于煤燃烧过程的数学模拟
,

文章列举了针对各类燃烧过程和应用对象的数 学 模 型 种

类
,

指出到 目前为止这些模型还未能对实际煤炭应用过程的改进起到重要作用 这是因为过

程太复杂
,

缺少基本数据
,

中试规模试验中取得仔细的测量数据太少
,

以致数学模型不能与

实际经验相联系 近来对于这些问题加深了认识
,

开展了工作
,

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可能情况

有所改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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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最后给出 了包力工业 付于发砚新的燃煤枝
一

术的看法
,

指出电力工业最关心的是现 有

时和计划中 的设备
一

厅效和经济盯运行
,

延长现万设备阴寿命
,

尤分刊 翻现有燃料资拣
,

满足

外保要求
,

提高能祝使用效率
,

, 加弧电力 下
‘

业适应 务种木宋局峥的能 力
。

电力
一

业 个身可

以参加
,

但不能投资于高风险的大规模研究发展项 日
,

希望政府有关部门来负责承担这类 工

科
。

以
一

「乙篇文 章讨沦 厂前
一

篇文李 , , 涉及的仔个侧而 它们从墓本过程 的描述出发来 分析

各个重要过程
,

例如煤种结构对燃烧特性 的影响
,

煤中矿物成分的物理化学性能对炉内积灰

结渣的影响
。 “ 煤炭燃烧的流体力学 ” 一文详细介绍了各种煤的制备和燃烧装 置中流体力学

的特点
,

各种燃烧器的流场
,

湍流结构
, 产毛

一

二相相 砚作川及其对燃烧的影响

诊断 方面的文章指出 了在实际的 “ 恶劣 ” 环境中急需有效的探测仪器
,

少其 是
一

三接 触

法
,

但 日前这 方而儿乎是 空 白 有 几种新方法如超声
、

微波
、

红外技术有 可能得到应用
“ 煤 炭燃烧过程的模化 ” 一

文个而介绍 了现 齐类模型
,

其结论在前而综述文章中己经

给出

最后一篇文章讨论了煤的清洗和粉碎
,

指 出这此是煤的燃烧系统 卜 ’有币要 地 位 的 过

程
,

提出了需要研究改进的问题
。

整个特 刊给读者以
一

个全面的概念
,

即不但谈到某此在研究 中的新技术或学术上较深的

数学模型问题
,

也充分涉及了在实际运行 中的重要方面
,

如积灰结渣 问题
,

煤的清洗和粉碎

问题 同时 也给出了经济上的分析和数量概念
,

这样就使人们更注意从实际的角度
一

去考虑燃

煤技术的研究 但分析问题 又是从基础的角度出发
,

突出
一 ’

科学性 可以 兑这是一组对煤的

燃烧研究很有帮助的文 章
‘ , 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吴承康

燃煤系统测量中的非接触
一

诊断技术

我们综述 了适用于燃煤系统测量的非接触诊断技术 就地测量需要在光学不透 明的 二

或三相系统中使用具有高透入深度的方法 可用的非接触法对测量原子组分是有效的 ,冲学

技术和微波技术 已经得到应用
,

并提供 了有关固相质量流量
、

温度
、

速度和物质 浓 度 的 数

据 尚未获得为实现实时过程控制或燃烧室放大所需的燃烧室模拟数据
,

故需发展
一

此 象

线
、

微波或
一

长波全外线层析照相术等新的诊断手段
。

引言 川于煤炭利用的一些新工艺正在发展
‘

要求非接触诊断方法提供过程的模

拟
,

己清楚地被证明是近期研究和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必要条件
‘

应 用范围包括光学不透 明的 二相或三相燃烧 系统 因此利用普通的激光方法 例如 、

‘

飞 散射激光
,

激光诱发荧光等 看来不能成为有希望解决问题的手段 而为 了在剧烈燃烧

区域内鉴别分 物质
,

必须发展在光学不透明系统中具有高透入能力的诊断方法

卜面我们简要评价现在可利用的一些方法
,

然后讨论一此新技术的适用性
,

这此新技术

对 发展川
一

厂煤炭燃烧室的就地诊断可能 是有用的

· ,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