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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大功率发电用燃气轮机》主要部分反映了作者数十年的工作经验。
书中根据当前世界上不同公司生产的最新型号的大功率发电用燃气轮机（“FA”技术等级），阐述了
燃气轮机的总体性能、本体结构、转子形式、低排放燃烧室、冷却系统、冷却叶片等主机关键部分，
并对之进行了初步的归纳与分析。
在总体设计、压气机、燃烧室等关键技术及性能试验、相关的辅助系统方面结合国内的发展经验作了
比较全面的总结与分析。
《现代大功率发电用燃气轮机》对制造厂、燃气轮机及联合循环电站等企业的技术、运行和管理人员
以及有关科研机构、管理机关、电厂设计与高校的人员培训和学习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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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两个流派的产生与发展与当时发展燃气轮机的不同公司的自然条件固然有关，但从学术角度确
实各有其深刻的内涵。
之后出现的冷却空气量问题上也有不同的强调方面。
在透平进口初温不断提高的过程中，70年代开始普遍遇到高温热腐蚀的问题，由于GE机组的温度提高
得更快，又由于GE的分管式燃烧室结构在过渡段与透平结合部的热应力与热变形开裂等问题上的敏感
性，使得GE系列的机组首当其冲，进一步暴露了大大提高透平初温使得冷却空气量增加很快，而部分
抵消初温提高得到的效益这方面的问题。
GE和三菱（日本Mitsubishi公司，以后简称“三菱”）后来实际上的努力方向也在互相靠近。
后来成立的ABB在强调较低的透平进口温度下同时强调了减少过去常规意义的冷却空气量，减少冷却
空气掺混入主气流的量，降低主燃烧区的温度，甚至做到燃烧室中没有掺混的二次空气。
这样不但减少了NQ的生成量，而且客观上相对提高了透平排气温度。
因而也从提高蒸汽系统的效率的角度提高了联合循环装置的效率。
这些方面的设计思想和预混燃烧方式结合在一起，也逐渐地为不同流派人士所认同；可以说，几十年
来两个流派在实践中互相掺和，设计思想的许多地方有互补之处。
同时，尽管设计思想的一些方面走向一致，由于历史发展的条件和惯性，它们之间也还有许多不同。
我们了解外国机组（包括结构、工艺）除了从图样角度的了解外，还应当从设计思想角度尽量多地了
解它的深刻内涵，以利于举一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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