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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循环流化床锅炉底渣含碳量措施初探
神华神东电力店塔电厂    艾文虎   

摘  要：从电厂运行可操控上着手，介绍了床压、床温、流化风量、过剩空气系数（含氧量）、排渣方式对循环流化床锅炉底渣含碳量的影
响，并以本厂135MW机组循环流化床锅炉优化调整为例，对运行可操控影响因素进行了调整试验，试验表明过剩空气系数（含氧量）对底渣含
碳量的影响最大，其次是流化风量。通过优化调整，床压、排渣方式、床温对底渣含碳量也有较大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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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流化床锅炉因其燃料适用范围广，燃烧效率高，炉内
脱硫效率高、NOx排放量小，投资与运行成本相对较低等优点，
循环流化床发电技术得到广泛应用。由于我国循环流化床锅炉
多燃用挥发分较低的贫煤、无烟煤及煤矸石等劣质煤，试验表
明，循环流化床锅炉燃烧劣质煤，底渣含碳量相对较高。对于
燃用低热值煤的循环流化床来说，底渣含碳量成为影响锅炉燃
烧效率的因素之一，如何降低循环流化床锅炉底渣含碳量，已
成为电厂运行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一、影响底渣含碳量的运行可控因素
1. 料层差压
控制床压就是控制密相区内料层的厚度，料层厚度直接影

响循环流化床锅炉的稳定运行和燃烧效率，料层过厚时，风室
静压就会增大，阻力就会增大此时为了保证流化和负荷稳定就
要增大流化风量，结果颗粒的扬析率就会增加，飞出炉膛的燃
料量增加；料层过厚时床温也会降低，燃烧效率降低。同时床
压高时排渣量就得增大，未燃尽的碳颗粒就会排出炉膛带入冷
渣器中使底渣中可燃物的数量增多；料层过薄时，带负荷困难，
很容易出现吹空现象，运行安全性下降，严重时会出现结焦。
所以选择合适的料层差压，有利于控制底渣含碳量。

2. 床温
床温是循环流化床锅炉运行控制的重要参数之一，高床温

有利于燃烧效率的提高，可以使炉内燃烧更加完全而减少底渣
与飞灰中可燃物的数量，从而降低化学不完全燃烧损失。可是
床温不能无限制的升高，床温的升高受灰熔点及脱硫脱硝的限
制，过高的床温可能会导致高温结焦而造成事故停炉。而床温
低不仅使燃烧不完全，而且对运行也不安全，所以根据锅炉实
际情况，选择合适的床温，是关键！

3. 流化风量
循环流化床锅炉流化风量是锅炉稳定燃烧的重要指标之

一，既要保证锅炉床料的正常流化，又要维持锅炉的燃烧稳定。
流化风量过大，流化速度提高，床料在炉内的滞留时间缩短，
且床温降低，燃烧不充分，底渣含碳量增加，若流化风量较小，
床料流化不良，燃烧环境恶化，影响锅炉的稳定运行，因此应
该保持在合理的流化风量范围内。

4. 过剩空气系数（氧量）
控制过剩空气量，其实就是控制入炉总风量，是保证燃烧，

提高经济性的手段之一。循环流化床锅炉氧量的控制是非常重
要的，一般控制氧量在 3％－ 6% 的范围内。氧量的大小直接
影响到燃烧份额的分配，从而影响到负荷，运行中适当提高过
剩空气系数，增大燃烧区的氧浓度，有助于提高燃烧效率。氧
量过大或过小都会使经济性降低，氧量过小时，燃料的化学不
完全热损失增大；氧量过大时，烟气量就会增加，炉内温度水
平就会下降，使排烟、化学、机械热损失均增大，总的效率降
低。所以根据锅炉实际情况，控制合理的氧量，是控制底渣含
碳量的手段之一

5. 排渣方式
排渣方式一般有连续排渣和间歇排渣，一般提倡间歇排

渣，这样有利于煤粒在炉内的停留，可以保证有足够的燃烧时
间，减少机械不完全燃烧。而连续排渣就会使刚投入的燃料，
特别是大的煤粒被直接排走，从而导致底渣中的碳粒子增多。
尤其我厂给煤方式为前墙布置，相比四周及其他布置，均匀性
差，所以选择间歇排渣更有利于控制底渣含碳量。

二、现场试验
底渣含碳量的多少是一个动态调整的产物。	以我厂

135MW 等级 #5 机组为例，对料层差压、床温、过剩过剩空气
系数、排渣方式进行了优化调整试验，经过大量的数据表明，
如下

1. 料层差压试验数据
负荷

(MW)
氧量 (%)

料层差压

(KPa)
床温 (℃ )

一、二次风配比

（万 m3/h）

含碳量值

(%)
115 2.87 13.02 922.1 10.2 16.2 0.84
115 2.91 13.5 923.2 10.3 16.4 0.62
115 2.85 14.0 921.5 10.2 16.1 0.53
115 2.93 15.9 920.1 10.5 16.2 0.85

从实际数据可以看出，选择相对较高的料层差压，有利于
控制底渣含碳量。

2. 床温影响实验数据
负荷

(MW)
氧量 (%)

料层差压

(KPa)
床温 (℃ )

一、二次风配比

（万 m3/h）

含碳量值

(%)
120 2.48 13.8 900 11.0 17.0 0.75
120 2.51 13.78 908 10.8 16.8 0.68

120 2.49 13.81 920 10.9 17.9 0.61

120 2.50 13.80 935 11.0 17.0 0.52

从此表不难看出，保持适当的床温，对控制底渣含碳量有
利，但应该结合运行稳定、脱硫效果等方面综合选取床温。

3. 过剩空气系数实验数据
负荷

(MW)
氧量 (%)

料层差压

(KPa)
床温 (℃ )

一、二次风配比

（万 m3/h）

含碳量值

(%)
115 3.9 14.7 922 10.7 16.4 0.78
115 2.5 14.67 922.5 10.4 16.2 0.60

115 2.2 14.71 922.6 10.1 16.0 0.55

115 1.3 14.78 923.1 9.8 15.7 0.86

过剩空气系数（氧量）对底渣含碳量影响较明显，根据负
荷选择合适的过剩空气系数，有利于合理燃烧，控制底渣含碳
量。

4. 排渣方式
实践证明，采取少量多次放渣方式比连续性放渣，更有利

于控制底渣含碳量。
三、结束语
底渣含碳量的多少是调整过程中的动态产物，在保证机组

稳定运行及参数满足要求的情况下，选择合适的料层差压，合
理控制过量空气系数，适当提高床温，采取间断性少量多次排
渣方式，对降低底渣含碳量有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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