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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针对高职高专教育的需要，以当前电厂大机组燃煤锅炉设备及运行为对象而编写的，主要
内容包括：电站锅炉的类型、燃料、汽包锅炉的本体设备及系统、锅炉辅助设备及系统、汽包锅炉的
起动和停运、汽包锅炉的运行调节、超临界直流锅炉设备及运行调节、循环流化床锅炉设备及运行调
节、锅炉试验、锅炉运行故障及其防治。

　　本书可作为高职高专电力技术类火电厂集控运行、电厂热能动力装置专业的教材，也可作为现场
运行、检修人员的岗位培训教材。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电厂锅炉设备及运行维护>>

书籍目录

前言
第一章　电站锅炉的类型
第一节　电站锅炉的构成及工作过程
第二节　电站锅炉的规范及安全经济技术指标
第三节　锅炉的分类及特点
第二章　燃料
第一节　燃煤的成分及其特性
第二节　点火及助燃用燃料
第三节　燃料的燃烧计算
第四节　锅炉机组热平衡
第三章　汽包锅炉的本体设备及系统
第一节　给水系统及省煤器
第二节　蒸发系统
第三节　过热蒸汽系统和再热蒸汽系统
第四节　燃烧与燃烧设备
第五节　点火系统
第六节　空气预热器
第七节　锅炉的整体布置
第四章　锅炉辅助设备及系统
第一节　制粉系统
第二节　风烟系统
第三节　吹灰系统
第四节　电除尘器
第五节　除灰系统
第六节　除渣系统
第七节　石灰石一石膏湿法烟气脱硫系统
第五章　汽包锅炉的启动和停运
第一节　汽包锅炉的启动
第二节　锅炉启动过程的安全保护
第三节　汽包锅炉的停运与保养
第六章　汽包锅炉的运行调节　
第一节　汽包锅炉的变工况运行特性
第二节　汽包锅炉的蒸汽压力调节　
第三节　汽包锅炉的蒸汽温度调节　
第四节　汽包水位调节　
第五节　煤粉锅炉的燃烧调节　
第七章　超临界直流锅炉设备及运行调节　
第一节　直流锅炉
第二节　超临界锅炉的启动特性
第三节　强制流动特性
第四节　直流锅炉的运行特性
第五节　直流锅炉的运行调节　
第八章　循环流化床锅炉设备及运行调节　
第一节　循环流化床锅炉系统及组成
第二节　循环流化床锅炉中煤颗粒的燃烧过程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电厂锅炉设备及运行维护>>

第三节　循环流化床锅炉的燃烧室与布风装置
第四节　循环流化床锅炉的物料循环系统
第五节　循环流化床锅炉的点火装置
第六节　循环流化床锅炉的给料系统
第七节　循环流化床锅炉的风烟系统
第八节　循环流化床锅炉的除渣、除灰系统
第九节　循环流化床锅炉的典型炉型
第十节　循环流化床锅炉的启动与停运
第十一节　循环流化床锅炉的运行调节　
第十二节　循环流化床锅炉运行中的常见问题及处理方法
第九章　锅炉试验
第一节　辅机单体试运行
第二节　锅炉水压试验
第三节　锅炉的联锁及保护试验
第四节　锅炉冷态通风调节　试验
第五节　安全阀校验
第六节　锅炉蒸汽吹管
第七节　锅炉机组热平衡试验简介
第十章　锅炉运行故障及其防治
第一节　炉内结渣与防治
第二节　尾部受热面的积灰、磨损和低温腐蚀与防治
第三节　汽包锅炉水位事故
第四节　锅炉受热面损坏事故
第五节　锅炉燃烧事故
第六节　制粉系统常见故障
第七节　锅炉主要辅机常见故障
参考文献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电厂锅炉设备及运行维护>>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二章燃料 燃料通常是指在燃烧时能够放出大量热量的物质。
燃料的种类很多，按其物理形态分为固体燃料、液体燃料和气体燃料。
电厂锅炉运行的安全性、经济性与燃料的性质有密切的关系，对锅炉运行人员来说，了解燃料的组成
成分、性质及其对锅炉工作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节燃煤的成分及其特性 我国煤炭储量极为丰富，煤是电厂锅炉的主要燃料，我国的燃料政策规
定电厂锅炉尽量选用当地劣质燃料，即选用燃烧比较困难，除燃烧放热可供利用外，在其他方面（冶
金、化学等方面）没有更大经济价值的燃料；选用电厂当地的燃料是为了减少燃料的运输成本。
煤是一种化石燃料，来源于古代植物。
由于地壳的变迁，地面植物残骸被长期深埋在地层深处，在高温、高压及缺氧的条件下，原有机物不
断分解化合，最终形成了煤。
煤是由有机化合物和无机矿物质等组成的一种复杂物质。
为了使用方便，可按元素分析法和工业分析法研究煤的组成和性质。
 一、煤的元素分析成分及性质 用化学分析方法对煤中所含的化学成分进行全面测定称为元素分析。
经元素分析，煤中所含元素达三十几种。
一般将燃料中的不可燃矿物质都归入灰分，这样，煤中对燃烧有影响的成分包括：碳（C）、氢（H
）、氧（O）、氮（N）、硫（S）五种元素和灰分（A）、水分（M）两种成分，其中碳、氢和部分
硫是可燃成分，其余都是不可燃成分。
 1.碳（C） 碳是煤中主要的可燃元素，也是煤发热量的主要来源，煤中碳的质量分数一般约为40％
～95％。
1kg碳完全燃烧生成二氧化碳（CO2），约放出32700kJ的热量。
1kg碳如果不完全燃烧生成一氧化碳（CO），只能放出9270kJ的热量。
 煤中的碳一部分与氢、氧、氮和硫结合成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其燃点较低、易着火；而其余呈单质状
态的部分称为固定碳（游离碳）。
固定碳燃点高、不易点燃、燃烧缓慢、火苗短、难燃尽，但发热量大。
煤的地质年代越长，炭化程度越深，含碳量就越高，固定碳的含量相应也越多，点燃及燃烧就越困难
，且火苗较短。
 2.氢（H） 氢是煤中发热量最高的可燃元素，煤中氢元素含量不多，质量分数一般为3％～6％。
1kg氢完全燃烧生成水，能放出120000kJ的热量（扣除水的汽化潜热后剩余的热量）。
随着煤的炭化程度加深，氢的含量逐渐减少。
氢一部分与氧结合成为稳定的化合物，不能燃烧，另一部分存在于可燃有机物中，称为游离氢，这部
分氢极易点燃，燃烧迅速，火苗也较长。
因此，含氢量多的煤点燃及燃尽都较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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