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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热电动力装备正向着高端技术迅速发展。
回首往事，历历在目。
电力工业的腾飞与电力科研院所、制造厂、建设、运行单位长期不懈的努力和合作以及实践经验的积
累密不可分。
20世纪60年代为绕开锅炉厚钢板生产的难题，原第一机械工业部汽轮机锅炉研究所开展直流锅炉的试
验研究，哈尔滨锅炉厂开展5t／h超临界参数试验台的探索，上海锅炉厂生产的我国首台220t／h拉姆
辛管圈直流高压锅炉成功投运。
这时期火电机组以中、高压参数为主，70年代进入超高压、亚临界参数领域，80年代初，两部（原电
力工业部和机械工业部）引进国外大容量火电机组的制造技术，批量生产亚临界参数机组并在80年代
后期制造超临界火电机组。
自1955年我国生产单机容量为6MW的中压中温蒸汽发电机组，到大批量生产高参数300～600MW机组
，乃至投运千兆瓦级超超临界参数的火电机组，仅经历了半个世纪。
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来，引进、消化国外先进火电机组设计制造技术，在其科研、设计、制造、工艺
、材料、环保装备以及资金、设备运营管理方面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使我国的电力设备制造业跨
入国际先进行列。
80年代初，中国机械设备进出口总公司成功地承建了巴基斯坦古杜电站，发电容量为210MW，开创了
我国第一次出口大容量火电成套装备的先河。
从此以后，我国越来越多的电力设备走向国际市场。
然而，被当今誉为世界经济发动机的中国制造业，能源需求加剧和能源利用率低下凸显。
一方面大量消耗存储有限的可采资源，引进大量油气能源补缺；另一方面又因火电厂的规模兴建以及
严重的污染物排放，恶化着周边生态环境。
热电工程的快速建设使原先关联度不大的能源和环保领域却紧紧地联系起来。
火力发电量越多，能源短缺和环保“透支”就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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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我国热电工程与环保的发展记事为主线，通过主流工艺、设备和装置系统的介绍，从能源、环
保和动力装备的创新角度反映热电工程中热能梯级利用技术、锅炉燃烧技术、烟气净化等技术的发展
和环保、节能型发电装备的变化，凸现循环经济理论在热电工程实践中的美学价值。
    全书内容属于科普类热电与环保专业，分列总论及二十一章，前四章为热电工程的技术发展现状；
第五至九章为热电机组的烟气脱硫脱硝、除尘和废水治理现状及其技术发展；第十至十九章为热电工
程设备案例与分析；最后两章反映热电工程总承包（EPC）管理简介以及清洁发展机制、排污权交易
与融资的片断。
      本书适合从事该领域的技术、管理和运行人员以及为拓展热电领域知识视野的有志自学青年，以及
大中专院校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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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能源与火力发电一、自然能资源经济社会里的人们每天总离不开能源的话题。
在涉及热电工程之前梳理一下各种能源关联的名称，将有利于把握能源与能电的发展趋向。
自然界中一切形式的能源，都来源于物质的核聚变、核裂变、放射线源，以及太阳系行星的运行等。
太阳的热核反应释放出极其巨大的能量，每年投射到地面上的辐射能高达1．05×1018kW·h（3．78
×1024J），相当于1．3×106亿t（标煤）。
太阳为人类提供了用之不竭的能源。
太阳能转化为其他形式的能量有许多，如风能、水位能、海洋能和生物能；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吸收太
阳能而积聚的生物质能；沉积在矿石中的太阳能，如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太阳系行星运
行产生的潮汐能，海洋底下结聚的天然气水合能以及地壳内裂变产生的地热能等。
在自然生存环境中人类利用火种，开创人类社会文明史。
从此能源成为人类活动不可缺少的资源和生活的依靠，也就是说，能源是被人类直接利用或通过转换
方式提供给社会生产和生活所必需的资源。
1．自然能源分类自然能源的发现和利用，反映着人们在经历漫长历程中探索的丰硕成果。
自然能源可按其形态、特性、转换方式以及利用的不同层次分类，通常分为固体燃料、液体燃料、气
体燃料、水力、核能（包括放射性衰变、裂变、聚变）、太阳能、生物质能、风能、海洋能、地热能
等。
按人们习惯使用称谓，能源可分为：（1）常规能源和新能源常规能源又称传统能源。
也就是指已经大规模生产并广泛利用的煤炭、石油、天然气、水能等能源。
新能源是指现阶段依靠新技术、新装备系统地开发利用的能源，如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海洋能
、地热能、氢能等。
新能源是当今世界新技术革命的重要内容，是未来世界可持久发展的基础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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