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态环境与保护 
第 3 卷◆第 2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40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3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Protection 

火电厂全负荷脱硝技术探讨 
 
唐小亮 1  刘晴 2 
1 江苏国信高邮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2 扬州市高邮生态环境局 
DOI:10.32629/eep.v3i2.637 
 
[摘  要] 为进一步提升火电高效清洁发展水平,国家要求燃煤发电机组必须安装高效脱硝设施,确保满足最低技术出力以上全负荷、全时段稳

定达标排放要求。当机组负荷较低时,脱硝装置入口烟气温度可能低于催化剂的正常使用温度,导致脱硝系统无法运行,造成排污超标等环保问

题。基于此本文就火电厂全负荷脱硝技术进行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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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发电厂机组锅炉全负荷脱硝改造工程的必要性 

目前发电厂机组锅炉采用的脱硝技术为SCR脱硝技术,该技术的脱

硝原理如下：在含氧条件下,将氨气作为还原剂,输入到火电厂生产的烟

气中,利用催化剂的催化作用,将氮氧化物还原为氮气和水。SCR脱硝技

术对反应条件的要求较高,火电厂的烟气温度需处于320℃-420℃的范

围内,因为催化剂在该温度范围内的活性 强,可使还原反应达到 优。

就此,技术人员需将SCR脱硝系统布置于锅炉省煤器与空预器之间,营造

佳的反应环境。 

但在实践生产中,由于我国发电厂的燃煤机组受当地电网调度,所以

某些时刻,燃煤机组难以达到满负荷运行状态,有些甚至会处于40%负荷运

行状态。在低负荷运行时,省煤器的出口烟气温度降低,一旦其低于320℃,

会导致氨气与烟气中的三氧化硫反应,生成硫酸铵与硫酸氢铵,这两种物

质会堵塞SCR脱硝系统中的催化剂传输微孔,影响催化剂的催化效果,提高

氮氧化物的排放量。同时,铵盐会在烟气的推动下,集聚SCR脱硝系统的换

热元件或预热器中,对SCR脱硝系统造成破坏,严重时会导致系统崩溃,影

响氮氧化物处理效果。可见,在发电厂燃煤机组生产运行中,技术人员需积

极推进锅炉全负荷脱硝改造工程,优化SCR脱硝系统的运行,保障氮氧化物

的合理排放。 

2 火电厂全负荷脱硝技术分析 

2.1合理配煤,优化磨煤机启动,提高烟气量和炉膛出口烟气温度。根

据煤场存煤情况,充分考虑配煤方式并计算入炉煤发热量,在保证燃烧稳

定的前提下,尽量降低入炉煤发热量,尽早启动第二套和第三套制粉系统,

以提高烟气量和炉膛出口烟气温度。 

2.2优化尾部烟道烟气挡板调整,减少省煤器的吸热,提高脱硝入口烟

温。因电站锅炉的省煤器只布置在尾部双烟道的后竖井后烟道内,中间用

分隔墙过热器隔开；在汽轮机定速暖机过程中,采取关小省煤器侧烟气挡

板( 小可关至10%),全开再热器侧烟气挡板的方式以减少通过省煤器侧

的烟气量,进而减少省煤器对烟气的吸热,提高脱硝入口烟温。此方法与加

装省煤器烟气旁路的效果类似,但可避免出现因旁路挡板不严将造成排烟

温度升高、锅炉效率降低的问题。 

2.3优化汽温控制,提高给水温度,减少省煤器的吸热,提高脱硝入

口烟温。汽轮机冲车、暖机以及机组并网后需根据机组启动温升率曲线

同步进行蒸汽温度升温,以提高脱硝入口烟温。汽机冲车暖机期间,按规

定升温率(不超过1℃/min)逐渐提高过、再热汽温至420℃,暖机结束后

继续升温,逐渐提高过、再热汽温至450℃；机组并网后逐渐提高过、再

热汽温至500℃,主机转速至1500rpm/min时,低加随机投入；如机组高中

压缸联合启动模式下,3000rpm/min即可投入高加(中压缸启动模式下.机

组切缸后尽早投高加)。如机组高中压缸联合启动模式下,在初负荷暖机结

束后,保证高低加完全投入(中压缸启动模式下,负荷150MW高加完全投

入)；四抽压力达到0.25MPa时,保证四抽至除氧器加热完全投入；以提高

给水温度,减少省煤器的吸热,提高脱硝入口烟温。 

2.4优化炉水循环泵运行,提高脱硝入口烟温。锅炉低负荷湿态运行时,

炉水循环泵的运行对提高省煤器入口水温至为重要,在炉水循环泵不超出

力的情况下,尽可能提高炉水再循环流量,减少补充的给水量,对提高脱硝

入口烟温效果显著。此方法与设置省煤器给水旁路的效果类似,但可避免

省煤器内工质沸腾工况而影响机组安全运行。 

2.5优化电站锅炉湿态转干态前后的操作,降低脱硝入口烟温下降幅

度。机组并网后随着机组负荷上涨,高旁减压阀关闭,给水温度降低.蒸汽流

量增大,脱硝入口烟温会出现下降.至转干态时烟温下降幅度约10-15℃。为

避免并网后脱硝入口烟温下降至300℃以下,采取的方法有:并网后逐渐提

高主再热汽温至500℃以上,湿态转干态前启动第三套制粉系统并及时增

加锅炉燃烧。 

2.6机组深度调峰时,采取关小省煤器侧烟气挡板( 小可关至10%),

全开再热器侧烟气挡板的方式以减少通过省煤器侧的烟气量,进而减少省

煤器对烟气的吸热,提高脱硝入口烟温,满足低负荷脱硝投运要求；若机组

需转入湿态运行,在炉水循环泵不超出力的情况下,尽可能提高炉水再循

环流量,对提高脱硝入口烟温效果显著,将烟气挡板调整和炉水循环泵调

整结合起来,可满足机组湿态运行时脱硝投运要求。 

3 结语 

在日趋严格的环保政策限制下,实行全负荷脱硝是必行之路,各发电

企业应合理的制定出火电厂燃煤机组SCR脱硝系统全负荷脱硝的控制对策,

以此来保护环境,减少污染物的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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