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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生物质发电作为目前应用综合效益较好、产业化较为成熟的路线，对于可再生能源开发、能源结
构调整、环境生态保护以及实现低碳经济都具有重要积极意义。
我国《可再生能源法》和《中长期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等都对生物质发电的开发利用提出了明确要
求。

本书内容涵盖了农林废弃物直接燃烧发电、混合燃烧发电、气化发电、垃圾焚烧发电、沼气发电等技
术工艺；全面系统地介绍了生物质原料特点、预处理、转化技术及设备、过程排放以及工程应用等内
容。

特别是本书侧重于产业化特色，在对工艺流程介绍的基础上，着重从技术原理、工艺设计、设备设计
与选型等方面进行表述，从而使本书在相关领域研究和工程技术开发方面具备较强的参考价值。

本书的编写者多为专业从事生物质能源开发的‘线科研和工程技术人员，具备该领域多年的研发和工
程技术经验，从而保证了内容的针对性和实用性。

 本书可供生物质能源开发领域的科研人员、工程技术人员、企业和政府部门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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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循环流化床锅炉最基本的特点之一是大量固体颗粒在燃烧室、分离机构和回送装置所
组成的固体颗粒循环回路中循环。
一般循环流化床锅炉的循环倍率为5～20，即有5～20倍的燃料加入量的返料需要经过回送装置返回炉
膛再燃烧。
同时，运行中返料量的大小还需要依靠回送装置进行调节，而返料量的大小直接影响到锅炉的燃烧效
率、床温以及锅炉负荷。
因此，回送装置是关系到锅炉燃烧效率和运行调节的一个重要部件，其工作的可靠性直接影响锅炉的
安全经济运行。
固体颗粒回送装置的基本任务是将分离器分离的高温固体颗粒稳定地送回压力较高的燃烧室内，并有
效抑制气体反窜进入分离器。
由于循环的固体物料温度较高，回送装置中又有空气，在设计时应保证物料在回送装置中流动通畅，
不结焦。
由于分离装置中固体颗粒出口处的压力低于炉膛内固体颗粒入口处压力，所以回送装置将返料从低压
区送至高压区，必须有足够的压力来克服压力差，同时要求既能封住气体而又能将固体颗粒送回床层
。
如果有气体从回送装置反窜进入，将会极大地降低旋风分离器的分离效率，从而影响物料循环和整个
循环流化床锅炉的运行。
另外，循环流化床锅炉的负荷调节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循环物料量的变化，这就要求回送装置能够稳定
地开启或关闭固体颗粒的循环，同时能够调节或自动平衡固体物料流量，从而适应循环流化床锅炉运
行工况变化的要求。
回送装置一般由立管和回料器两部分组成。
通常将物料循环系统中的分离器与回料器之间的回料管称为回料立管，主要作用是输送物料，与回料
器配合连续不断地将物料由低压区向高压区输送，同时产生一定的压头防止回料风或炉膛烟气从分离
器下部反窜，在循环系统中起压力平衡的作用。
回料器分为机械式或是非机械式两类。
由于循环流化床锅炉中高温分离的物料温度较高，加之输送介质是固体颗粒，机械式回料器很少采用
。
非机械式回料器，包括阀型（可控式回料器）和自动调节型两大类，采用气体推动固体颗粒运动，无
需任何机械转动部件，所以其结构简单、操作灵活、运行可靠，在循环流化床锅炉中获得广泛应用。
六、生物质流化床燃烧设计基于流态化燃烧的独特性质，循环流化床生物质燃烧技术得以成功开发。
流化床的设计要充分考虑所燃用的燃料的性质，以保证生物质在流化床中的稳定、安全燃烧。
燃煤流化床的设计、制造和运行已经具有了丰富的经验，生物质循环流化床燃烧的设计，可以参照燃
煤流化床，同时必须注意到生物质燃料的高挥发分、低密度、低灰熔点以及腐蚀、聚团倾向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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