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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煤气化过程中产生的焦油在低温下会发生冷凝，堵塞工艺设备，污染燃气设备，增加运行成

本。 而基于焦油生成特性调整运行参数，可降低气化炉原始焦油质量浓度和焦油脱除成本。 为获得

流化床煤气化过程中焦油的生成特性，借助流化床反应器，研究温度、空气当量比、表观气速、煤的粒

径和含水率等对气化气中焦油生成量的影响规律。 研究结果表明：升高温度或提高空气当量比，均有

利于降低煤气化过程中焦油质量浓度，但 ２者的影响有限。 炉内表观气速 ｕｇ在 ０．１９ ～ ０．３３ ｍ ／ ｓ 逐渐

增加时，气固两相间接触混合加剧，改善了炉内传热传质效果，促进焦油热分解，而当鼓泡流态化向湍

动流态化过渡时，气固两相间的接触混合不再明显增强，焦油质量浓度变化不大；煤颗粒粒径较小，可
提高化学反应速率，促进产生焦油的热分解，但在一定的流化风速下，气化原料粒径越小，越易分布在

床面，反而削弱了煤和床料间的热量传递，缩短了焦油在炉内的停留时间，导致焦油质量浓度增大；不
同含水率的煤在气化过程中测得焦油质量浓度差异较明显，含水率过高或过低都对降低焦油的生成

量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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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煤气化是一种将固体煤转化为可燃气体的洁净

煤技术，是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有效途径，可有效缓

解我国天然气供需缺口，为低阶煤利用提供了一种

经济有效的途径［１－２］。 然而，在煤气化过程中产生

的焦油在低温下发生冷凝，堵塞工艺设备，污染气化

设备［３］。 为降低焦油相关问题的不利影响，一些学

者尝试对气化气进行净化［４］。 气化气中焦油的去

除方法一般分为 ２ 种：在气化炉内直接脱除焦油和

在气化炉外使用气体净化设备脱除焦油［５］。 目前

炉外脱除技术已相对成熟，具有较高的焦油脱除效

率［６］，但所用的气体净化设备运行成本高，因此炉

内脱除焦油越来越受到重视。 炉内脱除焦油的方法

主要包括改变气化条件、使用合适的催化剂和改进

气化炉设计［３］，即使在低于 １ ０００ ℃的较低温度下，
也能实现焦油的高效脱除［７］。

流化床气化技术是一种典型的气化技术，已广

泛应用于生产工业燃气、城市煤气、化工合成气和煤

气化联合循环发电等领域［８］。 以往针对流化床气

化炉内焦油脱除的研究，主要关注温度、压力［９］和

催化剂［１，１０］等因素的影响。 目前工程上侧重于从温

度、反应停留时间和气化原料含水率［１１］等方面控制

气化气中的焦油量。
降低气化温度通常会增加焦油质量浓度。

ＶÉＬＥＺ等［１２］在流化床气化炉试验装置中研究了煤

和生物质共气化，发现保持足够高的温度可以防止

焦油凝结，促进稀相区焦油裂解，从而减少管路中的

焦油沉积。 ＲＡＰＡＧＮÀ等［１３］和 ＨＯＦＢＡＵＥＲ等［１４］研

究中发现，降低气化温度会导致焦油含量显著增加。
气化原料在床内的停留时间受床层高度和床内

混合的影响。 在鼓泡流化床中，由于扬析较少，气化

原料和床料可不断进行返混，增加对气化原料颗粒

的热传递速率，降低焦油产率［１５］。 理想的混合是气

化原料和床料应均匀分布在床层中，但气化原料和

床料颗粒的密度差异，导致气化原料易从床料中离

析，聚集到床表面［１６］。 ＫＲＡＦＴ 等［１６］发现床料和气

化原料的混合程度随流化数的增加而增强，从而延

长气化原料在床料中的停留时间。 ＷＩＬＫ等［１５］在双

流化床生物质气化炉中，研究了气化原料采用床内

加料和床上加料 ２ 种方式时的焦油质量浓度，发现

床内加料效果更佳，焦油质量浓度较低，原因是床内

加料延长了焦油在炉内的停留时间。
流化风速对反应停留时间和床内物料混合程度

起决定作用，对碳转化率也有很大影响。 由于气化

产物使床料流化，在相同条件下，床料的流化风速通

常随颗粒粒径的增大而减小［１７］，过低的流化风速会

导致床层流化不足，降低碳转化率，增大焦油产率。
而床料颗粒粒径过小时，随流化风速的增加，碳转化

率也可能逐渐降低。 这是因为床料颗粒在较高气体

流量条件下浮动的程度加大，床层密度随之降低，此
时煤的热解产物不能与床料颗粒适当接触，可能导

致气化气中焦油含量偏高。 ＨＵ等［１８］建立了流化床

气化炉模型，研究运行参数对鼓泡流化床煤气化的

影响，发现煤粒分布的均匀性随石英砂粒径的增加

而降低，且煤的粒径增大到一定值时，混合系数大大

降低。 因此，流化床气化炉的设计和运行、气化原料

和床料颗粒粒径的选择等因素对降低炉内焦油生成

量至关重要。
此外，气化原料含水率同样影响气化气中焦油含

量。 ＫＵＢＡ等［１１］在工业规模的流化床气化炉上开展

研究，发现原料含水率由 ２４％不断降低时，焦油含量

显著增加，原因是在没有蒸气做气化剂时，原料中的

水作为蒸气重整反应的反应介质起主要作用。 然而，
由于气化原料水分会在气化炉中蒸发，导致能源需求

更高，较高的气化原料含水率会导致能源利用效率较

低［１９］，因此需要合理控制气化原料中含水率。
为获得流化床煤气化过程中焦油的生成特性，

笔者借助流化床反应器，研究温度、空气当量比、表
观气速、煤的粒径和含水率等因素对气化气中焦油

生成量的影响规律。 特别是表观气速、煤粒径对炉

内气固流态和颗粒浓度分布的影响，从而导致气化

气中焦油生成量发生变化，其影响规律目前鲜有明

确报道，相关分析方法和结论对优化流化床煤气化

过程、提高炉内焦油脱除率具有借鉴意义。

１　 试　 　 验

１ １　 试验物料

试验选用平均粒径为 ３４７ μｍ 的石英砂作为床

料，真实密度 ２ ６５０ ｋｇ ／ ｍ３。 试验过程中，床料质量

０．１９ ｋｇ，静床高度 ０．０７ ｍ，使用空气作为气化剂。 试

验气化原料为准东煤，其元素分析和工业分析见表

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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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可知煤的 Ｃ、Ｈ 含量较高，挥发分达４３．０７％，属于

中等煤化程度的烟煤，适合作为气化原料［２０］。 表 ２
为试验样品的主要物性参数。 在不研究煤含水率影

响的情况下，煤的含水率均为 １５．９０％。

表 １　 准东煤的元素分析和工业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１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Ｚｈｕｎｄｏｎｇ ｃｏａｌ

元素分析 ／ ％

Ｃｄ Ｈｄ Ｏｄ Ｎｄ Ｓｄ

工业分析 ／ ％

Ｍａｄ Ｖａｄ Ａａｄ ＦＣａｄ

Ｑｎｅｔ，ａｄ ／

ＭＪ·ｋｇ－１

６３．８０ ４．８０ ２８．３７ ０．３８ ０．０３ １５．９０ ４３．０７ ２．２０ ３８．８３ ２２．０６

　 　 注：氧元素含量 Ｏｄ采用差减法计算得出。

表 ２　 试验样品的主要物性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２　 Ｍａｉｎ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ａｍｐｌｅｓ

煤密度 ／

（ｋｇ·ｍ－３）

石英砂密度 ／

（ｋｇ·ｍ－３）

空气密度（４００ ℃） ／

（ｋｇ·ｍ－３）

气体动力黏度 μ ／
（Ｐａ·ｓ）

石英砂最小流化风速 ｕｓｍｆ ／

（ｍ·ｓ－１）

７００ ２ ６５０ ０．５２ ３．２９×１０－５ ０．０５９

１ ２　 试验装置

试验装置由热态流化床、送风系统、给料系统、
数据采集系统、气体清洗与检测装置和焦油采样装

置等组成，如图 １所示。

图 １　 流化床煤气化试验装置示意

Ｆｉｇ．１　 Ｆｌｕｉｄｉｚｅｄ ｂｅｄ ｃｏａｌ ｇａ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ｄｅｖｉｃｅ

　 　 流化床包括风室、布风板、电加热炉膛、水平烟

道、旋风分离器和排烟管道。 流化床炉膛横截面内

径为 ０．０５ ｍ，高度 １．１ ｍ。 炉膛外侧贴敷 １２ ｋＷ 陶

瓷加热板，外层包裹厚度 ０．２ ｍ 的玻璃棉保温层。
由罗茨风机（ＺＬＳ－３２Ｌ）提供空气，送风管道上装有

２个并联的转子流量计（ＬＺＢ－１０），量程均为 １ ｍ３ ／ ｈ，
精度 ２．５ 级。 在布风板以上 ０．１ 和 ０．８ ｍ 高度处分

别安装一个 Ｋ型热电偶，压力信号的测点分布如图

１所示，数据采集系统由差压压力传感器 （ ＬＦＪ －
ＹＬ６ＸＣＹ）、热电偶、数据采集卡（ＵＳＢ－３２２０）和计算

机构成。 压力传感器的量程为 ０ ～ ５ ｋＰａ，精度为

０．５％。
１ ３　 试验方法

先将气化炉预热到设定温度，待炉内温度稳定

后开始送料，预热器预热温度为 ４００ ℃；标定螺旋给

料机的给料速度，通过调整给料速度和送风量控制

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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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当量比 ＲＥＲ（无量纲）。
ＲＥＲ为

ＲＥＲ ＝
Ｖｇ
Ｖ０ｑｍ

， （１）

式中，Ｖｇ为空气送风量，ｍ３ ／ ｈ；Ｖ０为单位质量的煤完

全燃烧消耗的空气量，ｍ３ ／ ｋｇ；ｑｍ为给料速度，ｋｇ ／ ｈ。
最小流化速度 ｕｍｆ ［２１］为

ｕｍｆ ＝
ｄ２ｐ（ρｐ － ρｇ）ｇ
１ ６５０μ

， （２）

式中，ｄｐ为颗粒粒径，ｍ；ρｐ为颗粒真实密度，ｋｇ ／ ｍ３；
ρｇ为空气密度，ｋｇ ／ ｍ３；ｇ 为重力加速度，ｍ ／ ｓ２；μ 为气

体动力黏度，Ｐａ·ｓ。
焦油采样装置中，利用 １ 根长度约 ３０ ｃｍ、内径

４ ｍｍ的玻璃管，从炉膛顶部取样口引流，采样气体

先经过 １根试管，然后依次通过 ３个 ２５０ ｍＬ的广口

瓶，最后一个广口瓶出口连接流量计和小型真空泵。
将焦油采样装置置于与引流口同一水平位置，采样

气体从取样口进入丙酮溶液，流经的管程约 ４５ ｃｍ，
可有效减少焦油在管路中的损失。 所用玻璃管可拆

卸，每完成一组气化试验，更换 １ 根新的玻璃管，以
减少对采样结果的影响。 其中，试管长约 ２０ ｃｍ，盛
放 １００ ｍＬ丙酮，能有效延长气体在丙酮溶液中流动

时间，最大程度收集焦油。 前 ２ 个广口瓶各装有

２００ ｍＬ水，用于收集挥发的丙酮。 将试管和前 ２ 个

广口瓶放入 ０～２ ℃的冰水混合物中；最后 １ 个广口

瓶为空瓶，用于防止前 ２ 个广口瓶中的水溢出进入

流量计，在瓶内插入温度计，用于读取气流温度。
试验过程中，利用小型真空泵从气化炉顶部抽

出一部分采样气体，通过流量计和阀门控制采样气

体流量，用秒表记录焦油采样时长。 每组试验送入

炉内的煤质量均 ３０ ｇ，在气化过程中持续送料，直至

煤全部输送完毕，气化时间持续 １０ ～ １５ ｍｉｎ，每组试

验重复 ３次。 根据烟气分析仪实时测量气体成分变

化，在每组试验的气化稳定过程时间段进行焦油取

样，采样时间约 ６ ｍｉｎ。 采样结束后，取下玻璃管，用
丙酮冲洗玻璃管内残留的固体颗粒和焦油，过滤沉

淀后得到焦油丙酮溶液，与试管内的焦油丙酮溶液

一起放入蒸馏瓶中蒸馏。 在 ７５ ℃水浴条件下，蒸馏

并回收丙酮；蒸馏完成后，将剩余的焦油放入 ７５ ℃
的鼓风干燥箱内烘 ３ ～ ４ ｈ，最后冷却至室温后对焦

油进行质量分析。
在气体清洗装置中，利用 ２ 个装有过滤棉的广

口瓶过滤气化气中的颗粒物；将广口瓶后的管路浸

没于冰水混合物中，使气化气中大部分的水蒸气和

焦油在此处凝结，最后通过烟气分析仪（ＫＡＮＥ９５０６）
分析气化气的气体成分。

焦油质量浓度 Ｇ ｔａｒ为

Ｇ ｔａｒ ＝
１０１．３２５（Ｔ０ ＋ ２７３．１５）ｍｔａｒ
１００．８６ × ２７３．１５ｖｔ

， （３）

式中，Ｔ０为气流温度，℃；ｍｔａｒ为焦油质量，ｇ；ｖ 为气

体采样流量，ｍ３ ／ ｍｉｎ；ｔ 为采样时间，ｍｉｎ。
原料的空气干燥基含水率为 １５．９％，为获取不

同含水率的原料，需要进行预处理。 通过半烘干处

理，在 ８０ ℃鼓风干燥箱中分别放置 ２、３、４ ｈ，得到不

同的低含水率原料；通过均匀喷洒一定质量的水，获
得更高含水率原料。 原料处理后放入密封袋中静置

２４ ｈ，检测预处理后的含水率。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温度对煤气化焦油质量浓度的影响

温度在煤气化过程中起关键作用，高温促进气

化的吸热反应和焦油、焦炭的分解，从而产生更高浓

度的 Ｈ２ 和 ＣＯ，总产气量提高，但不利于水煤气变

换和甲烷化等放热反应［２２］。 此外，最高气化温度还

受灰熔融温度的限制［２３］。 ＲＥＲ ＝ ０．２６ 时，气化气中

Ｇ ｔａｒ随气化温度 Ｔ 的变化如图 ２ 所示（ｕｇ 为表观气

速）。 温 度 从 ７００ ℃ 升 高 到 ７８０ ℃ 时， Ｇ ｔａｒ 从
８．１ ｇ ／ ｍ３ 下降到 ３．３ ｇ ／ ｍ３；继续升高温度，Ｇ ｔａｒ不再

明显降低。 Ｇ ｔａｒ下降与焦油组分在不同温度下的形

成和转化有关［２４］。 ＫＩＲＮＢＡＵＥＲ 等［２５］研究气化温

度对焦油形成的影响时，发现气化温度从 ８７０ ℃降

到７５０ ℃，产品气体中焦油浓度在 ８００ ℃时略增加，
气化温度降低到 ７５０ ℃时几乎增加了 １ 倍。 然而，
ＫＩＲＮＢＡＵＥＲ等［２５］建议尽可能降低气化反应温度，
以减少难分解的大分子多环芳烃化合物的形成，而
减少低温气化产生的小分子焦油可以通过控制焦油

在炉内停留时间或添加催化剂的方式促进其热分

解。 此外，较低的气化温度提高了工艺效率，使气化

反应器所需能量更少。 因此，在一定的气化温度范

围内，进一步降低气化气中焦油质量浓度，还需考虑

其他方法。
２ ２　 空气当量比对煤气化焦油质量浓度的影响

ＲＥＲ会影响产气品质和气化工艺性能：提高 ＲＥＲ
会降低产气热值、焦油和焦炭产量，提高 ＣＯ２ 浓度，
但一定氧气量也是部分氧化反应所需［２３］。 气化温

度 Ｔ＝ ７００ ℃时，Ｇ ｔａｒ随 ＲＥＲ的变化规律如图 ３ 所示。
随 ＲＥＲ增大，Ｇ ｔａｒ呈明显下降趋势，当 ＲＥＲ从 ０．２６增至

０．４４ 时，Ｇ ｔａｒ从１２．１ ｇ ／ ｍ３ 降至 ３．１ ｇ ／ ｍ３。 这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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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温度对焦油质量浓度的影响

Ｆｉｇ．２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ｎ ｔａｒ ｍａｓｓ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Ｒ的增加导致更多氧气进入气化炉，促进部分氧化

反应，释放更多热量，导致煤颗粒表面温度上升，高
温促进了焦油裂解。 由此可见，增加空气量同样有

利于焦油裂解，但过量空气会携带更多的氮气，导致

产气热值降低。 根据现有研究，煤气化的 ＲＥＲ在
０．２～ ０．３，气化效果更佳［２６］。 因此要综合考虑气化

效果和降低 Ｇ ｔａｒ，在保证气化效果的前提下适当提

高 ＲＥＲ，可有效降低 Ｇ ｔａｒ。

图 ３　 空气当量比对焦油质量浓度的影响

Ｆｉｇ．３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ａｉｒ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ｒａｔｉｏ ｏｎ ｔａｒ ｍａｓｓ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２ ３　 表观气速对煤气化焦油质量浓度的影响

表观气速是衡量流化床流态化状况的主要参

数，适当的表观气速能够保证气相和固相之间的充

分接触和床温分布均匀。 在 Ｔ ＝ ７００ ℃、ＲＥＲ ＝ ０．２６
的条件下，Ｇ ｔａｒ随表观气速 ｕｇ的变化规律如图 ４ 所示

（Ｐ 为压力波动功率）。 表观气速 ｕｇ 在 ０． １９ ～
０．３３ ｍ ／ ｓ 时，随 ｕｇ 提高， Ｇ ｔａｒ 从 １２． １ ｇ ／ ｍ３ 降至

３．０ ｇ ／ ｍ３；当 ｕｇ超过 ０．３３ ｍ ／ ｓ时，对 Ｇ ｔａｒ的影响不大。
为进一步判断炉内气固流态，分析离布风板高

度 ０．０２５ ｍ处测点的压力波动信号，炉膛内石英砂

床料静床高为 ０．０７ ｍ，该点能避免给料过程对压力

信号的影响，同时能有效反映炉内流化状态。 对去

除平均值后信号的自相关函数进行傅立叶变换，得
到压力波动的功率谱密度，分析在频率域上波动能

图 ４　 表观气速对焦油质量浓度的影响

Ｆｉｇ．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ｕｐｅｒｆｉｃｉａｌ ｇａｓ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ｏｎ ｔａｒ ｍａｓｓ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量的分布［２７］。 分析不同表观气速的功率谱密度如

图 ５所示，发现功率谱密度峰值频率 ｆ 主要集中在

２～３ Ｈｚ，属于低频波动，这是典型的鼓泡流态化特

征［２７］。 当 ｕｇ为 ０．１９ ｍ ／ ｓ 时，在 ２．１ Ｈｚ 附近出现峰

值，流化床内已发生鼓泡流态化。 当 ｕｇ从 ０．１９ ｍ ／ ｓ
提高到 ０．４０ ｍ ／ ｓ 时，功率谱密度峰值逐渐增大，峰
值对应的频率先增大后减小，原因是炉内气泡直径

增大、气泡数量增加，当 ｕｇ达到一定值后，继续增加

ｕｇ，使气泡发生合并，波动频率下降；在此过程中，气
固两相间接触混合加剧［２８］，改善了炉内传热传质效

果。 当 ｕｇ从 ０．４０ ｍ ／ ｓ增大到 ０．４７ ｍ ／ ｓ时，功率谱密

度峰值开始回落，这是由于鼓泡流态化开始向湍动

流态化过渡，气体的湍动作用加剧了气泡的分裂，使
压力波动幅度减小。

图 ５　 不同表观气速下的压力波动功率谱密度

Ｆｉｇ．５　 Ｐｏｗｅｒ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ｕｐｅｒｆｉｃｉａｌ ｇａｓ 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

结合图 ４和图 ５可知，在鼓泡流化床中，煤和床

料的混合受气泡行为的影响极大，当气泡直径增大，
气泡数量增多时，气固两相之间的接触混合更加剧

烈，促进了床内的传热传质，有效降低了焦油质量浓

度［１８］。 由鼓泡流态化向湍动流态化过渡的过程中，
３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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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固两相之间的接触混合不再明显增强，焦油质量

浓度随表观气速的变化不大。
２ ４　 煤粒径对煤气化焦油质量浓度的影响

煤的粒径不但会影响气化反应速率，还会影响

煤粒在床层中的分布。 煤的粒径对焦油质量浓度的

影响如图 ６所示。 由图 ６ 可知，在气化温度 ７００ ℃
时，煤的粒径影响 Ｇ ｔａｒ。 煤粒径从 ３４７ μｍ 增加到

７１５ μｍ，Ｇ ｔａｒ从 ６．３ ｇ ／ ｍ３ 降低到 ３．７ ｇ ／ ｍ３；当煤粒径

继续增大到 １ ｍｍ时，Ｇ ｔａｒ回升。 给料速率一定时，煤
颗粒粒径越小，与气化剂和床料接触的总表面积越

大，减少了从颗粒表面到中心的热传递所需时间，从
而提高了化学反应速率；较小的煤颗粒粒径还使得

煤粒和床料得以充分混合，有利于产生焦油的热分

解。 此外，给料位置影响气化原料在床层中整体分

布。 对于床上给料，在一定的流化风速下，气化原料

颗粒越小，则越易在床面分布，反而削弱了气化原料

和床料间的热量传递，缩短了焦油在炉内的停留时

间，从而导致焦油质量浓度上升。

图 ６　 煤的粒径对焦油质量浓度的影响

Ｆｉｇ．６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ｏ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ｉｚｅ ｏｎ ｔａｒ ｍａｓｓ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粒径 ３４７ μｍ的石英砂和粒径 ７１５ μｍ 的煤，其
最小流化速度 ｕｓｍｆ分别为 ０．０５９ 和 ０．０６５ ｍ ／ ｓ，此时

在表观气速 ｕｇ ＝ ０．２６ ｍ ／ ｓ 时，２ 者的流化数较接近，
煤与石英砂可充分混合，从而促进传热传质过程，并
促进气化产生焦油的裂解。 煤粒径过小会导致煤粒

分布在床面附近，不利于气化原料和石英砂充分混

合接触；煤粒径过大同样不利于焦油裂解，大粒径煤

对应的传热速率较低，单位质量的气化原料与气化

剂的接触面积也较低［２９］。
为进一步验证以上分析，通过测量不同高度处

竖直方向上的差压信号，计算出床层截面平均颗粒

体积分数 εｓ（式（４）），εｓ反映在某一段床层截面内

的颗粒体积占比。 图 ７ 为 ４ 种煤粒径条件下，沿炉

膛高度方向 ｈ、距离布风板 ０．０４ ～ ０．１４ ｍ 的床层截

面平均颗粒浓度分布。 结果显示，在高度 ０． ０４ ～

０．０７ ｍ，颗粒浓度沿床高的增加略有增加，这是因为

床上给料时越接近床面，炭颗粒浓度越高；煤粒径较

小时，颗粒浓度随床高增加而增加的幅度更大，说明

煤粒径较小时，分布在床面附近的煤粒更多。 颗粒

浓度分布曲线在距布风板 ０．０８５ ｍ 处出现拐点，说
明此高度附近为床面过渡区。 床层截面平均颗粒质

量分数计算公式为

εｓ ＝

Δｐａｖ
Δｈ

－ ρｇｇ

（ρｓ － ρｇ）ｇ
， （４）

式中，Δｐａｖ为差压信号平均值，Ｐａ；Δｈ 为沿炉膛高度

方向上 ２个测压点之间的距离，ｍ；ρｓ为颗粒真实密

度，ｋｇ ／ ｍ３，取石英砂的颗粒真实密度。

图 ７　 沿炉膛高度的床层截面颗粒浓度分布

Ｆｉｇ．７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ｌｏｎｇ ｆｕｒｎａｃｅ
ｈｅｉｇｈｔ ｉｎ ｂｅｄ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此外，有学者对比在气化温度为 ９００ ℃时多个

因素对焦油含量的影响，发现气化原料粒径的影响

并不显著［１０］。 虽然较大粒径使反应所需时间增加，
但较高温度减弱粒径对气化效果的影响［３０］。 而对

于低温的鼓泡流化床气化过程，适当的气化原料粒

径有助于降低焦油质量浓度并使气化效果增强。
２ ５　 含水率对煤气化焦油质量浓度的影响

气化原料本身携带的水分对气化反应具有重要

影响，含水率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气化反应。 煤含

水率对焦油质量浓度的影响如图 ８ 所示，不同含水

率 ω 的煤在气化过程中测得的 Ｇ ｔａｒ差异较明显。 当

ω 从 ５．５％增加到 ９．４％时，Ｇ ｔａｒ从 ５．２ ｇ ／ ｍ３ 降低到

２．３ ｇ ／ ｍ３；ω 从 ９．４％增加到 ２４．０％时，Ｇ ｔａｒ从 ２．３ ｇ ／ ｍ３

上升到 ７．５ ｇ ／ ｍ３。 对大部分焦油成分来说，煤中所

含水分在焦油裂解过程中有关键作用，水分会与某

些焦油成分发生反应，减小焦油质量浓度［１１］，同时

水分会在汽化过程中使煤颗粒形成更多空隙，增大

气化剂与煤的接触表面积，进一步减小 Ｇ ｔａｒ值。 然

而，水分汽化需要吸热，过高的含水率会降低煤颗粒

４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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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温度［１９］，不利于气化反应和焦油的裂解。

图 ８　 煤含水率对焦油质量浓度的影响

Ｆｉｇ．８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ｏａｌ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ｎ ｔａｒ ｍａｓｓ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３　 结　 　 论

１）升高温度或提高空气当量比，都有利于降低

气化气中焦油质量浓度，但 ２者的影响有限。
２）炉内表观气速在 ０．１９ ～ ０．３３ ｍ ／ ｓ 逐渐增加

时，气固两相间接触混合加剧，改善了炉内传热传质

的效果，促进了产生焦油的热分解，而表观气速超过

０．３３ ｍ ／ ｓ继续增加时，鼓泡流态化向湍动流态化过

渡，气固两相间的接触混合不再明显增强，焦油质量

浓度变化不大。
３）给料速率一定时，煤颗粒粒径较小可以提高

化学反应速率，促进产生焦油的热分解；但在一定的

流化风速下，煤颗粒粒径越小，则越易在床面分布，
反而削弱了煤和床料间的热量传递，缩短焦油在炉

内的停留时间，导致焦油质量浓度的上升。
４）煤中所含水分会与某些焦油成分发生反应，

同时水分会在汽化过程中使煤颗粒形成更多的空

隙，增大气化剂与煤的接触面积，有利于降低焦油质

量浓度；然而，过高的含水率会降低煤颗粒表面温

度，不利于气化反应和焦油的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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