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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我国电力装机总量中，火力发电所占比例最大，达75％以上。
在未来30年内，这种以火电为主的状况不会发生很大改变。
煤炭和石油是火力发电厂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其中煤炭是我国最主要的能源资源。
由于现有能源生产技术落后，目前的煤炭利用效率仅在27％～28％之间，浪费严重。
提高能源生产质量和能源生产率，加大煤电转化率，是火电厂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电力工业生产中对动力燃料和润滑绝缘油等的质量控制的好坏不仅直接影响设备的安全和寿命，而且
影响煤炭能量的利用效率。
为了建设节约型社会，为了我国工业的自身发展，避免事故发生，就必须充分利用石油、煤炭资源，
切实做好各种煤样的采制和各项指标的化验以及电力用油的质量监督和运行维护工作。
本教材是根据电力用油和电力燃煤课程教学基本要求编写的。
全书共分十章：第一章，石油及其产品的组成、分类和质量标准；第二章，油品的理化、电气性能；
第三章，电力用油的运行监督和维护；第四章，充油电器设备潜伏性故障诊断；第五章，六氟化硫气
体；第六章，煤炭的分类、组成和基准换算；第七章，煤样的采集与制备；第八章，煤的组成成分分
析；第九章，煤的发热量检测与应用；第十章，煤的物理特性与检测。
本书编写的指导思想是立足于油、煤分析的基本原理、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概念以及基本技能
的培养和训练，力求理论联系实际，注重培养学生独立分析和解决油、煤分析中的问题的实际能力。
全书适度地增加或反映了近年来油、煤分析中的新技术、新方法和新内容。
本书主要供电厂化学专业的学生使用，同时也可供从事油务工作、煤质检测工作的一线人员使用，对
其他用油、用煤行业的相关人员也具有参考价值。
电厂化学油、煤分析监督技术对电力生产影响很大，其内容丰富而又庞杂，技术性强且变化又快，因
此，书中难以一一尽述。
此外，由于水平有限和编写时间仓促，书中错误和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以期修订
再版时加以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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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全面阐述了电力用油和动力燃煤的基础理论和应用技术。
其中，电力用油内容主要包括：电力用油的炼制、组成和分类；油品的物理、化学和电气性能；汽轮
机油、抗燃油和绝缘油的运行、监督与维护技术；充油电器设备潜伏性故障诊断；六氟化硫绝缘气体
的特性和监督技术。
动力燃煤内容主要包括：煤的分类和组成；煤的采、制样技术；煤的工业和元素组成分析；煤（灰）
特性检测和应用技术等。
　　本书可作为普通高等院校应用化学（电厂化学方向）、燃料管理、热能动力工程、电气工程等相
关专业的教材或参考书，也可作为供电行业从事变压器类设备油务管理、变压器运行维护的工程人员
、煤质特性检验人员、电厂化学生产技术人员与监督人员的培训教材和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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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烷烃烷烃是石油的主要烃类之一，化学通式为CnH2+2（n为由1开始的整数），按结构可分为
直链型烷烃和支链型烷烃两类。
直链型烷烃也称正构烷烃，由于大分子直链型烷烃与同分子量的支链烷烃相比，在较高的温度下易于
凝固，形成石蜡，故俗称为石蜡烃，简称石蜡。
烷烃分子依其含碳原子个数的不同，即分子量的木同，其存在的形式也不同。
在常温、常压下，含1～4个碳元素的烷烃璺气态，是石油天然气盼主要成分；含5～15个碳元素的烷烃
呈液态，是汽油、柴洫、绝缘油、润滑油等液体石油产品的主要成分；含16个以上碳元素的正构烷烃
呈固态，俗称石蜡，其熔点随分子量的增大而升.高。
烷烃含量在25％～30％的石油称为石蜡基石油。
石蜡基石油具有烷烃的一些性质，例如化学稳定性好、闪点和凝固点高、黏度高和黏温性好、对水和
氧化产物的溶解能力较差等，特别适合炼制要求黏温性好、对凝固点要求不高的汽轮机润滑油。
2.环烷烃环烷烃几乎是一切石油的主要成分。
它的结构较为复杂，有单环、双环和多环之分，并带有烷基侧链。
单环环烷烃的化学分子通式为CnH2，双环环烷烃的化学通式为芳香烃因具有独特的大键结构，故其
对成品油性能的影响也较为复杂。
一般来说，单环芳香烃氧化稳定性较好，电气性能与环烷烃没有明显的差别；而多环芳香烃的氧化稳
定性差，易于被氧化而形成酸、醛、酚等化合物，甚至形成油泥，使油品的酸值升高，颜色加深，通
常是炼制电力用油时要去除的不良成分。
多环芳香烃虽然氧化稳定性差，且其中一些物质对人体具有致癌作用，但是对于电气绝缘油也有有益
的一面。
因为其氧化稳定性差，它是成品油中的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即通过自身的被氧化，而保护其他结构
的烃类化合物；多环芳香烃的大键的化学键能相对较低，在外界能量的作用下易于断裂，极易与运行
充油电气设备产生的-H、-CH。
等自由基发生加合反应，即具有一定的吸气性。
另外，与烷烃、环烷烃相比，芳香烃化合物极性较强，具有一定的溶剂性，对运行使用中油品产生的
极性氧化产物有较强的溶解能力，不易形成沉淀性油泥，这对电气设备使用的绝缘油来说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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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油煤分析与技术》是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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