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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根据“八五”冶金部高等学校教材规划要求，本书于1991年开始着手进行修订工作。
本次修订主要对某些章节的个别内容进行修改和补充：    1）调换第七章与第八章和第十一章与第十二
章的次序；    2）计量单位全部改用法定计量单位；    3）在第三篇（燃烧基本原理）中，对碳的燃烧
反应机理、紊流火焰前沿的传播、旋流火焰长度及紊流火焰结构等作了适当的补充，并增加了多相燃
烧火焰等内容；    4）在第四篇（燃烧方法与装置）中，增加了油掺水乳化燃烧技术和链式炉排等内容
；    5）书后附有各章习题和思考题。
参加本次修订工作的有东北大学郭伯伟、高泰荫，北京科技大学薄宗昭等，由韩昭沧任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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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根据“八五”冶金部高等学校教材规划要求，本书于1991年开始着手进行修订工作。
本次修订主要对某些章节的个别内容进行修改和补充。
    本书分别介绍了各类燃料的物理化学性能及成分，燃料燃烧的计算方法，分析了燃烧的基本原理，
叙述了实现燃烧的方法和所用的燃烧装置及一些技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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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第一篇 燃料概论  第一章 固体燃料    第一节 煤的种类及其化学组成    第二节 煤的使用性能和分类  
第二章 液体燃料    第一节 石油的加工及其产品    第二节 液体燃料在冶金工业中的应用  第三章 气体燃
料    第一节 单一气体的物理化学性质    第二节 煤气成分的表示方法及发热量计算    第三节 高炉煤气    
第四节 焦炉煤气    第五节 发生炉煤气    第六节 天然气    第七节 重油裂化气第二篇 燃烧反应计算  第四
章 空气需要量和燃烧产物生成量    第一节 空气需要量的计算    第二节 燃烧产物的生成量、成分和密度
（完全燃烧的计算）    第三节 不完全燃烧的燃烧产物  第五章 燃烧温度    第一节 燃料理论发热温度的
计算    第二节 理论燃烧温度的计算    第三节 影响理论燃烧温度的因素  第六章 空气消耗系数及不完全
燃烧热损失的检测计算    第一节 燃烧产物气体成分的测定和验证    第二节 空气消耗系数的检测计算    
第三节 不完全燃烧热损失的检测计算第三篇 燃烧基本原理  第七章 射流混合过程    第一节 静止气体中
的自由射流    第二节 同向平行流中的自由射流    第三节 交叉射流    第四节 环状射流和同心射流    第五
节 旋转射流  第八章 燃烧反应速度和反应机理    第一节 化学反应速度    第二节 可燃气体的燃烧反应机
理    第三节 碳的燃烧反应机理    第四节 燃烧过程中氧化氮的生成机理  第九章 着火过程    第一节 着火
过程和着火温度    第二节 点火过程    第三节 着火浓度界限    第四节 燃烧室中的着火和熄火  第十章 燃
烧传播过程    第一节 燃烧前沿面的椎及其传播机理    第二节 燃烧前沿正常传播速度     第三节 紊流燃烧
前沿的传播  第十一章 异相燃烧  第十二章 火焰的结构及其稳定第四篇 燃烧方法与燃烧装置  第十三章 
气体燃料的燃烧  第十四章 液体燃料的燃烧  第十五章 固体燃料的燃烧  第十六章 煤的气体习题与思考
题附录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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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固体燃料    天然固体燃料可分为两大类，即木质燃料和矿物质燃料，前者在工业生产中很少
使用，故不予介绍。
    矿物质固体燃料主要是煤，它不仅是现代工业热能的主要来源，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煤将越来越多
地用于化学工业进行综合利用。
    在冶金生产中，煤主要用于炼焦和气化，但在某些中小型企业中，煤也直接被用作工业炉窑的燃料
。
煤是锅炉的主要燃料。
    第一节　煤的种类及其化学组成    一、煤的种类    根据生物学、地质学和化学方面的判断，煤是由
古代植物变来的，中间经过了极其复杂的变化过程。
根据母体物质炭化程度的不同，可将煤分为四大类，即泥煤、褐煤、烟煤和无烟煤。
    1. 泥煤    泥煤是最年青的煤，也就是由植物刚刚变米的煤。
在结构上。
它尚保留着植物遗体的痕迹，质地疏松。
吸水性强，含天然水份高达40％以上需进行露天干燥。
风干后的堆积密度为300～450kg／m3。
在化学成分上，与其他煤种相比，泥煤含氧量最多。
高达28％～38％，含碳较少。
在使用性能上，泥煤的挥发分高，可燃性妤，反应性强，含硫量低，机械性能很差，灰分熔点很低。
在工业上，泥煤的主要用途是用来烧锅炉和做气化原料，也可制成焦炭供小高炉使用。
由于以上特点，泥燥的工业价值不犬，更不适于远途运输，只可作为地方性燃料在产区附近使用。
    2. 褐煤    褐煤是泥煤经过进一步变化后所生成的，由于能将热碱水染成褐色而得名。
它已完成了植物遗体的炭化过程，在性质上与泥谋有很大的不同。
与泥煤相比，它的密度较大，含碳量较高，氢和氧的含量较小，挥发分产率较低，堆积密度750
～800kg／m3。
褐煤的使用性能是粘结性弱，极易氧化和自燃，吸水性较强。
新开采出来的褐煤机械强度较大，但在空气中极易风化和破碎，因而也不适于远地运输和长期储存，
只能作为地方性燃料使用。
    3. 烟煤        烟煤是一种炭化程度较高的煤。
与褐煤相比。
它的挥发分较少，密度较大，吸水性较小，含碳量增加，氢和氧的含量减少。
烟煤是冶金工业和动力工业不可缺少的燃料，也是近代化学工业的重要原料。
烟煤的最大特点是具有粘结性，这是其他固体燃料所没有的，因此它是炼焦的主要原料。
应当指出的是，不是所有的烟煤都具有同样的粘结性，也不是所有具有粘结性的煤都适于炼焦。
为了适应炼焦和造气的工艺要求来合理地使用烟煤，有关部门又根据粘结性的强弱及挥发分产率的大
小等物理化学性质，进一步将烟煤分为长焰煤、气煤、肥煤、结焦煤、瘦煤等不同的品种。
其中，长焰煤和气煤的挥发分含量高，因而容易燃烧和适于制造煤气。
结焦煤具有良好的结焦性．适于生产优质冶金焦炭，但因在自然界储量不多，为了节约使用起见，通
常在不影响焦炭质量的情况下与其他煤种混合使用。
    4. 无烟煤    无烟煤是矿物化程度最高的煤，也是年龄最老的煤。
它的特点是密度大，含碳量高，挥发分极少，组织致密而坚硬，吸水性小，适于长途运输和长期储存
。
无烟煤的主要缺点是受热时容易爆裂成碎片，可燃性较差，不易着火。
但由于其发热量大（约为29260kJ/kg，灰分少，含  硫量低，而且分布较广，因此受列重视。
据有关部门研究，将无烟煤进行热处理后，可以提高抗爆性，称为耐热无烟煤，可以用于气化，或在
小高炉和化铁炉中代替焦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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