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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实验研究了半开放环境下煤粉-CO/H2 杂混合物中粉尘种类、粒径、质量浓度对其爆燃特性的影

响规律。结果表明:杂混合物中粉尘颗粒对爆燃特性的影响主要是挥发分析出吸热和挥发分参与反应两种作

用相互竞争的结果。对于高挥发分煤粉,挥发分析出参与反应占主要地位,混合物的爆燃强度随着挥发分含

量升高而逐渐升高;对于低挥发分煤粉,挥发分析出的吸热作用大于挥发分参与反应的作用,导致了爆燃强度

的降低。对于银北煤等普通烟煤,随着粉尘质量浓度的增加,混合物的爆燃强度呈 U型变化趋势;对于低挥

发分的焦炭粉末,其爆燃强度随粉尘质量浓度的变化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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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防煤质变化情况下的炉膛爆燃是火力发电站锅炉安全运行的必要环节。电站锅炉的冷灰斗区域

中有着复杂的粉尘环境,且附着在受热面上的焦块落入冷灰斗底部的水封后可能由气化反应生成一氧

化碳(CO)、氢气(H2)等可燃性气体,进而导致局部爆燃[1],进而影响机组的安全经济运行。
王育德等[2]、曲志明等[3]和毕明树等[4]通过对甲烷-煤粉混合爆燃实验研究,发现当煤粉加入量较少

时,混合物爆压、爆速很低,处于爆燃状态,而当煤尘质量浓度升高至368g/m3 时,煤尘出现稳定爆轰;在一

定粒径范围内,爆压和火焰传播速度随着煤尘粒度的减小而增大;在最优配比条件下,与单一甲烷空气或

煤尘空气混合物相比,甲烷煤尘空气混合物的爆压和爆速明显增加。刘义等[5]和张引合等[6]分别研究了

甲烷-煤尘混合系爆燃下限的变化规律,结果表明增大甲烷在整个混合系中配比或者煤尘中挥发分的含

量,煤尘的爆燃下限明显会降低;而煤尘粒径对爆燃下限则影响较小。Y.F.Khalil[7]研究混合有活性炭的

灰在氢气/空气的混合物中爆燃参数的影响,结果显示:所有灰与氢气浓度配比下的混合物所产生的爆燃

压力和最大压力上升速率均大于单纯的氢气/空气混合物爆燃参数。D.Castellanos等[8]研究了不同粒度

分散性对铝粉尘爆燃强度的影响,发现在一定范围内,粒度分散性越高,爆燃超压越高。
由以上可见,针对甲烷-煤粉这一杂混合物的爆燃特性已经有了较为细致的研究成果,然而针对冷

灰斗区域环境中CO/H2 气体和煤粉、焦炭粉、粉煤灰等粉尘杂混合物的爆燃特性尚缺乏细致的实验数

据。因此本文中将对不同粉尘种类、粒径、质量浓度对CO/H2 爆燃特性的影响进行实验研究。

1 实 验

1.1 实验装置

  实验系统为立式爆燃试验台,包含配气系统、给粉系统、点火系统、爆燃管腔和测量系统5个部分,
如图1所示。为了与实际炉膛中的环境尽可能相似,本实验采用半开放的实验管腔,其上段尺寸为

⌀42mm×1000mm,壁厚3mm,下段管腔尺寸为⌀60mm×1000mm,壁厚为3.5mm,两段无重合部

分。管腔下半段均匀布置3个DYTRAN-1300V压电式压力传感器,从上到下编号依次为A、B、C,传
感器采样频率为500kHz,灵敏度为1.45μV/Pa(±5%)。数据采集系统为DEWE-1201便携式数据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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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实验系统

Fig.1Experimentsystem

集系统,最高采样率为100kHz。

1.2 实验准备

  通过调节各气体组分的体积流量对管内混合气

的当量比例进行控制,混合气总流量为1L/s。为使

混合气浓度均匀,在实验管道前安装一段混合格栅,
实验前对混合格栅后的气体质量浓度进行标定以确

保混合均匀。管道内送气1min后开启微量螺旋给

粉机送粉,并持续送粉至实验结束。通过观察,送粉

1min后,管内粉尘可以达到均匀分布。此时点火并

记录实验数据。

  实验中采用“弱点火”,在该点火条件下可以实

现杂混合物中气相组分的直接爆燃,又不会产生爆

轰或者固相组分的直接着火,这与本研究背景下的

实际着火情况更为接近。

1.3 实验工况

  考虑到锅炉炉膛环境中的实际情况,杂混合物

中加入体积分数为10%的CO2 作为稀释气体,CO/

H2 与空气中的O2 按照化学当量比混合。

1.3.1 粉尘种类对爆燃特性的影响

  为了研究粉尘种类对气体-粉尘杂混合物爆燃

特性的影响规律,本实验选取3种煤粉、1种粉煤灰

和1种焦炭粉作为实验样品。5种粉尘的工业分析如表1所示,焦炭粉是利用银北煤为原料,在N2 环

境和1300℃条件下通过沉降炉制备得到。

表1 实验用煤粉的工业分析

Table1Industrialanalysisofthecoalsample

成分
质量分数/%

水分 灰分 挥发分 固定碳 全硫

质量放热/
(MJ·kg-1)

蒙西(MX)煤样 16.77 10.38 38.92 45.56 1.16 16.70

宁东(ND)煤样 9.32 23.69 34.12 45.59 0.20 20.20

银北(YB)煤样 0.56 35.56 26.53 47.08 1.01 19.05

银北(YB)焦样 2.42 46.28 5.68 49.44 0.72 17.78

粉煤灰 0.07 95.51 1.04* 3.45 / /

  *:灰分含量为把粉尘样品中外部水分去除后的干燥基含量

1.3.2 粉尘粒径对爆燃特性的影响

  对电站锅炉冷灰斗区域进行粉尘取样并对其进行粒径分析,实验中根据分析结果选取50~80、80
~160和160~200μm三种粒径范围作为实验工况。

1.3.3 粉尘质量浓度对爆燃特性的影响

  冷灰斗区域的粉尘质量浓度在10~20g/m3 左右,故本实验中设定粉尘质量浓度范围为3~35g/m3。

2 结果与分析

  杂混合物典型爆燃特性曲线如图2所示,由图可见杂混合物在点火后会直接形成迅速上升的爆燃

波,通过分析波峰可得到相应的爆燃超压,最大压力上升速度和爆燃波传播速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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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杂混合物爆燃压力-时间关系

Fig.2Deflagrationoverpressure-timecurves

2.1 粉尘种类对爆燃强度的影响

  图3所示为粉尘种类对杂混合物爆燃超压和最

大压力上升速率的影响规律。图3(a)中的5种粉

尘颗粒粒径均为50~80μm,挥发分含量从左到右

依次降低。对于含粉煤灰的杂混合物,其爆燃超压

与纯气体工况相似,可维持较高的爆燃强度水平,而
挥发分含量较低的焦炭粉会使杂混合物的爆燃强度

降低。对比3种煤粉,随着挥发分含量逐渐升高,混
合物的爆燃超压也逐渐增强。此外不论何种粉尘,

A、B、C三个测点(如图1所示)的爆燃超压均先升

高后降低,这表明爆燃压力在管腔内先聚集后释放

的过程。

图3 不同粉尘作用下杂混合物爆燃强度

Fig.3Deflagrationseverityondifferentdust-CO/H2hybridmixtures

  对后三种粉尘最大压力上升速率进行分析如图3(b)所示,其变化规律与爆燃超压相似,粉煤灰作

用下的气体爆燃最大压力上升速度最高,约为180MPa/s,焦炭粉次之,而煤粉最低,约65MPa/s。不

同于爆燃超压,三个测点的最大压力上升速率依次升高。
不同粉尘种类对CO/H2 杂混合物爆燃强度的影响主要由粉尘挥发分含量的不同所引起。当挥发

分含量很低时,如粉煤灰,其在爆燃过程中几乎没有挥发分的析出,用于挥发分析出的热量也很少,从而

可使杂混合物的爆燃强度维持在较高的水平;对于含有一定挥发分但含量又不高的粉尘,如本试验中的

焦炭粉和银北粉煤,爆燃过程中挥发分的析出会吸收大量的热量,但是析出的挥发分重新参与反应又不

足以弥补热量损失,从而导致杂混合物爆燃强度降低;随着挥发分含量继续升高,相比吸热作用,大量析

出的挥发分重新参与反应开始占据优势地位,混合物的爆燃超压又逐渐升高。

2.2 粉尘粒径对爆燃强度的影响

  图4所示为不同煤粉粒径对混合物爆燃超压和最大压力上升速率的影响。由图4可见,对于银北

煤,在本试验研究的粒径范围内,混合物的爆燃超压和最大压力上升速率均随着粉尘粒径的减小而降

低。银北煤挥发分含量适中,其组成的杂混合物在爆燃过程中挥发分析出吸热占优势地位。此时颗粒

粒径越小,其比表面积越大,在极短的爆燃反应过程中,挥发分越容易快速的析出,吸收的热量也越多,
从而对杂混合物爆燃强度的影响也越明显。

  胡双启等[9]在研究超细煤粉在密闭管道内的爆燃特性时发现,随着粒径的减小,爆燃产生的压力及

压力上升速率都将增大。这是因为一方面本研究所用的粉尘粒径相比超细粉尘要大得多,这时杂混合

物在弱点火条件下的爆燃主要是由混合物中气相可燃物的点燃所引爆的,粉尘颗粒处于被点燃的状态,
这与粉尘直接起爆的机理并不相同。另一方面,由于半开放的试验管腔,粉尘受热析出的部分挥发分并

没有来得及参与爆燃反应就已经被冲击波压出管腔之外,导致了能量的损失。这是与炉膛内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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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的,也是本试验爆燃超压较低的原因之一。

图4 煤粉粒径对杂混合物爆燃强度影响

Fig.4Influenceofparticlesizeondeflagrationseverity

2.3 粉尘质量浓度对爆强度性的影响

  各种类粉尘-CO/H2 杂混合物的爆燃最大压力上升速率随粉尘质量浓度变化关系如图5所示。对

于粒径为50~80μm的煤粉颗粒,随着管腔内粉尘质量浓度从4g/m3升高到34.1g/m3,混合物爆燃超

压先降低后升高。当粉尘质量浓度为15g/m3 时,爆燃最大压力上升速率达到最小值,约3.2MPa/s;
而对于粒径范围为80~160μm的煤粉颗粒,随着粉尘质量浓度的增加,混合物的爆燃超压同样呈先下

降后上升的U型曲线趋势,在11.5g/m3 左右时达到最小值约4.1MPa/s。图5(c)为在粒径为50~
80μm的焦炭粉作用下爆燃超压随粉尘质量浓度的变化情况,可见随着粉尘质量浓度的增加,最大压力

上升速率存在波动但并没有明显的变化趋势。

图5 粉尘质量浓度对最大压力上升速率影响

Fig.5Influenceofdustconcentrationonthemaximumpressureincreasingrate

  最大压力上升速率这种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规律是因为在粉尘质量浓度较低时,爆燃过程中析出

挥发分所需的热量较少,气体燃烧释放的热量可使爆燃强度维持在较高的水平;而当粉尘质量浓度增大

到一定程度后,尽管粉尘颗粒在析出挥发分的过程中吸收一定的热量,但挥发分本身参与爆燃反应又在

一定程度上维持了总体混合物的爆燃强度。这两种作用相互竞争,使得压力峰值随粉尘质量浓度的增

加呈U型曲线变化。50~80μm煤粉作用曲线的极小值点相比80~160μm煤粉作用曲线的极小值点

出现在更高的粉尘质量浓度处,这说明在挥发分析出和挥发分自身参与爆燃的竞争关系中,挥发分析出

的吸热作用占优势。而焦炭粉作用曲线不明显的变化规律是由于焦炭粉中挥发分含量很低,上诉两种

竞争关系均很弱所致。

2.4 粉尘对气体爆燃下限的影响

  图6为在CO2 体积分数为10%条件下,50~80μm的粉尘种类对 H2 爆燃下限的影响规律。由图

6可见,相比纯气体条件,煤粉的加入使得混合气体的爆燃下限略有上升,灰分的加入对爆燃下限的影

响几乎没有,而焦炭粉的加入使得混合物的爆燃下限有较为明显的降低。这说明,相比煤粉和粉煤灰,
焦炭粉的加入使得混合物更容易进入爆燃区域。这是因为在火花塞点火起爆的过程中,随着煤粉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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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挥发分析出的吸热降低了火花塞电极间的热量积累,从而升高了爆燃下限。而焦炭粉多孔的结构可

以促进电极间的热量累积,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爆燃下限。粉煤灰挥发分很低且不存在多孔的形态

结构,因而对爆燃下限的影响很小。
图7所示为煤粉粒径对爆燃下限的影响规律。由图可见,相比单纯的可燃性气体,不同粒径煤粉作

用下的杂混合物的爆燃下限均略有升高。对比三种粒径,160~200μm的银北煤粉对混合物爆燃下限

的影响最小,这是因为在这种较大的煤粉粒径下,粉尘几乎来不及参与反应。粒径较小的50~80μm
银北煤样,在点火过程中,拥有很低点火能的挥发分的快速析出,这些挥发分明显的降低了混合物的最

低点火能,增加了其爆燃的可能性,因而虽然有不少热量被吸收,但混合物的爆燃下限几乎保持不变。
而80~160μm的煤粉粒径介于上述两者之间,少量挥发分的析出吸收了热量但又不足以降低混合物

的最低点火能,因而其爆燃下限最高。

图6 粉尘种类对爆燃下限的影响

Fig.6Influenceofdustcategory
onlowerdeflagrationlimit

图7 煤粉粒径对爆燃下限的影响

Fig.7Influenceofcoalparticlesize
onlowerdeflagrationlimit

3 结 论

  在半开放弱点火条件下,粉尘颗粒对气体爆燃特性的影响如下:
(1)粉尘对杂混合物爆燃特性的影响主要是由于粉尘中挥发分析出吸热和重新参与爆燃反应两种

作用相互竞争的结果。对高挥发分煤粉,挥发分析出参与反应占主导,增大爆燃强度;而对低挥发分煤

粉,颗粒的吸热作用占主导,降低爆燃强度;
(2)对于银北煤,随着粒径减小到50μm,混合物的爆燃强度逐渐减弱,随着粉尘浓度从3g/m3 增

加到35g/m3,混合物的爆燃强度先降低后升高;而大于160μm的煤粉颗粒对混合物的爆燃强度几乎

没有影响;对于无挥发分的焦炭粉、飞灰颗粒,其爆燃强度随粉尘浓度的变化不明显;
(3)在相同粒径条件下,对于易挥发分细煤粉,混合物的爆燃强度会随着挥发分含量的升高而升

高,但低挥发分含量的焦炭颗粒会降低其爆燃强度;
(4)在相同粒径条件下,细煤粉使混合物爆燃下限略有升高,焦炭粉可降低爆燃下限,而粉煤灰爆

燃下限其影响不大,这分别是由于煤粉挥发分析出吸热和焦炭多孔结构减小了电极间散热所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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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studyondeflagrationparameters
ofdust-CO/H2hybridmixture

LiuYuanyi1,LiWenguang2,TanHouzhang1,ZhangLan2,WangXuebin1
(1.MOEKeyLaboratoryofThermo-FluidScienceandEngineering,

Xi’anJiaotongUniversity,Xi’an710049,Shaanxi,China;

2.HenanProvinceInstituteofBoilerandPressureVesselSafetyTesting,

Zhengzhou450008,Henan,China)

Abstract:Inthepresentwork,wecarriedoutanexperimentalstudyoftheinfluenceofthecoaldust
categories,concentrationandparticlesizeonthecoaldust-CO/H2hybridmixture'sdeflagrationchar-
acteristicsinasemi-openenvironment.Theresultsindicatethattheinfluenceofthedustonthehy-
bridmixture'sdeflagrationismainlytheoutcomeofthecompetitiverelationbetweentwoopposite
effects,theheatabsorptionforvolatilereleasingandthereactionofthereleasedvolatile.Forthehigh
volatilecoaldust,thedeflagrationreactionofthereleasedvolatiledominates,whichmakesthedefla-
grationseveritygraduallyrisewiththerisingofthevolatilecontent;whileforthelowvolatilecoal
dust,theheatabsorptionforthevolatiledominates,whichreducesthedeflagrationseverity.Forbi-
tumiteliketheYinbeicoal,withtheincreaseofthedustconcentration,thedeflagrationseverityva-
rieswithaU-shapedtendency,whileforthecokedustwithalowvolatilecontent,thechangeofthe
deflagrationseveritywiththedustconcentrationisnotobvious.
Keywords:deflagration;dust;carbonmonoxide;hydrogen;boi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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