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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迄今为止，煤仍然是人类的主要能源之一，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约占1/4，对我国来说则是第一大能源，
在能源消费结构中要占2/3。
但煤炭同时也是主要的大气污染源，特别是采用传统方式消费煤炭时情况更为严重。
随着对环境保护的日益重视，煤炭的大规模利用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
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推广实施洁净煤技术，实现煤的高效清洁转化利用是切实可行之路。
从某种意义讲，煤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一技术能否进一步提高其先进性、有效性和适用性。
可喜的是近几年来在国家的倡导之下，在煤炭开发利用中加强环境保护已成为广泛共识，其污染状况
已有所改善，本书能作为“现代煤化工技术丛书”分册之一，就是很好的证明。
 全书共分4章，第1章为煤炭与环境，作为概论主要介绍煤中的有害元素，煤化工中的环境问题，有关
法规和洁净煤技术实施的进展等；第2章为煤化工过程中有害元素的迁移与控制，包括煤中有害元素
——硫、氮、其他有害微量元素等的迁移与控制；第3章为煤化工过程中主要污染物的净化技术，包
括重污染废水处理，废气（烟气）除尘、脱硫、脱硝、脱氯和脱重金属等；第4章为煤化工过程中CO2
的减排、储存与利用技术，包括CO2的减排、分离回收、储存和利用等。
第1、3章由华东理工大学鲁军教授编写，第2、4章由该校王杰教授编写。
高晋生教授担任主编。
文中没有注明的含量均为质量分数。
 全书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促进现代煤化工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内容力求现代、实用和新颖，注
重21世纪的有关新技术，希望能为改变传统煤化工的“不洁”形象，实现煤炭高效清洁利用，保护生
态环境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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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现代煤化工技术丛书》分册之一。
全书分4章，第1章为煤炭与环境，介绍煤炭对环境的影响、有关法规和对策；第2章为煤化工过程中有
害元素的迁移与控制，涉及的有害元素有硫、氮及主要微量元素，如汞、砷、氟、氯等；第3章为煤
化工过程中主要污染物的净化技术，包括重污染废水处理，废气（烟气）除尘、脱硫、脱硝、脱氯和
脱重金属等；第4章为煤化工过程中CO2的减排、储存与利用技术。
本书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从资源能源环境一体化高度，致力于煤化工过程的清洁化和无害化。
    本书适合于从事煤化工、煤炭能源转化和环境工程领域的工程技术人员、科研人员以及相关专业的
高校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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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氢氢是煤中的第二个重要组成元素，也是煤中可燃部分，燃烧时放出大量的热量。
煤中氢的含量虽然不高，但它的发热量高，所以在判断煤作为燃判的质量时，应予以考虑。
氢含量与成煤原始物质密切相关。
腐泥煤的氢含量普遍比腐殖煤高，一般都在6％以上，有时达11％。
在腐殖煤中，稳定组分的氢含量最高，镜质组次之，而惰质组最低。
随着煤化程度逐渐加深，氢含量有逐渐减少的趋势。
（3）氧氧也是组成煤有机质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元素。
煤中氧含量变化很大，并随着煤化程度加深而降低。
变质程度越低的煤，氧元素所占的比例也就越大。
当煤受到氧化时，氧含量迅速增高，而碳、氢含量明显降低。
氧元素在煤的燃烧过程中不产生热量，但能与氢结合生成水，是动力用煤的不利因素。
同时氧是煤中反应能力最强的元素，当煤用于热加工时，煤中氧含量对热加工影响较大。
（4）氮煤的有机质中氮的含量比较少，它主要来自成煤植物中的蛋白质。
煤中氮含量多在0.8 ％～1.8 ％（质量分数）的范围内变化，通常也是随煤化程度增高而稍有降低，不
过其规律性不很明显。
煤中氮在燃烧时，如果温度不高一般不氧化，而呈游离状态N2进入废气中，当煤作为高温热加工原料
进行加工时，煤中的氮部分变成N2、NH3、HCN及其他一些含氮化合物逸出，而这些化合物可回收
制成氮肥（硫酸铵、尿素、氨水等）或硝酸等化学产品。
其余部分则留在焦炭中，以某些结构复杂的氮化合物形态存在。
（5）硫硫是煤中最有害的杂质。
作动力燃烧时，煤中硫燃烧生成二氧化硫，它不仅腐蚀金属设备，而且污染环境，造成大气污染。
作为合成氨原料气时，由含硫煤产生的H2S不仅腐蚀金属设备，且使催化剂中毒，影响操作及产品质
量。
作为生产冶金焦用原料时，煤中的硫大部分转入焦炭，直接影响钢铁质量。
因此，各种工业用煤对硫含量都有严格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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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代煤化工技术丛书:煤化工过程中的污染与控制》为“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
在客观分析煤化工过程对环境污染的基础上，通过该过程中有害元素的迁移与控制理论，介绍主要污
染物的净化、减排和利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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