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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流化床锅炉干煤泥掺烧实践

刘振军Ǔ高Ǔ晶
陕煤集团神木电化发展有限公司Ǔ陕西Ǔ榆林Ǔ719300

摘Ȟ要：针对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电化发展有限公司热电车间循环流化床2×100MW机组锅炉，在2019年开始
实施干煤泥掺烧，为保证锅炉蒸发量在90%以上，确保机组辅助系统安全高效运行，在设备原有的基础上进行技术改
造，经过几年不断的摸索与改革，煤泥掺烧由原来的8.5%提升至60%以上，每年可掺烧干煤泥50万吨以上，通过煤泥
掺烧降低原煤消耗，每年可节约燃料费用6000余万元，实现电厂节能降耗，降本增效的目的，为同行业锅炉降低燃料
成本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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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简介：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电化发展有限公

司是由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煤化工产业有限公司和陕

西神木电化资产运营有限公司（原神木发电公司）共同

投资设立，公司主要从事电石、供热、电力的生产与销

售，生产单位设热电车间、电石车间。公司实施的50万
吨/年电石一体化项目分别由陕西省发改委和榆林市发改
委批准，利用煤矸石、劣质煤和煤泥为原料，配套自备

2×100MW煤矸石凝汽发电机组，发电全部用于电石生产
或上网；批复年产电石50万吨，已建成6x33000KVA密闭
电石炉，电石炉气净化回收用于发电、供热；供热能力

为500万吉焦，能满足神木新村长远规划供热需求；项目
总投资22.33亿元，于2013年底全部建成投运。
公司秉承“用户至上，信誉第一”的经营理念，努

力实现发展的新跨越。已初步形成了“电-化-热”一体的
资源综合利用产业链。

1��实施背景

煤炭是火力发电机组的主要生产成本，煤炭成本占

总成本的70-80%；因此，降低燃料成本一直是火力发
电企业成本控制的重点。随着煤泥、生物质、垃圾等的

掺烧，企业自身也在探索一条符合自己发展的道路。循

环流化床锅炉具有燃料适应性广的特点，可以燃用煤矸

石、煤泥等燃料。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公司提出了节能

降耗，降本增效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企业的综合竞争力和

抵御市场风险能力。

2��目标与内涵

2.1  循环流化床锅炉干煤泥掺烧的意义
干煤泥掺烧技术是指将燃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煤泥

与主要燃料（如煤炭）同时进行燃烧，以提高能源的利

用效率和减少废弃物的排放。[1]干煤泥是指经过脱水处理

后的煤泥，在干燥的状态下，便于储存和掺烧。

干煤泥掺烧技术的应用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考虑。首

先，该技术可以减少煤炭的使用量，提高能源的利用效

率。其次，干煤泥的掺烧也是一种废弃物资源化的方

式，有助于减少废弃物的处理成本和环境污染。通过将

干煤泥掺烧技术，使用到循环流化床锅炉中，不仅可以

减少废弃物的处理成本，还可以将废弃物转化为能源，

实现废弃物资源化的同时降低环境污染。

3��实施办法

3.1  成立组织机构
神木电化发展有限公司干煤泥掺烧项目专门成立了

攻关小组。

组长：王武超

成员：杨小平、刘振军、高晶、王庆炜、李西满、

高瑞

3.2  岗位设置、岗位职责及岗位人员能力说明
3.2.1  岗位设置及能力说明（如下表所示）

姓名 职务/职称 专业 能力说明

王武超 主任/工程师 煤泥掺烧实践管理

刘振军 技术员/工程师 输煤运行 输煤系统及煤质把控

高ȟ晶 技术员/工程师 锅炉运行 输煤系统管理

王庆炜 技术员/工程师 锅炉运行 锅炉运行操作管理

李西满 技术员/工程师 锅炉运行 锅炉运行操作管理

高ȟ瑞 总值长/工程师 工艺运行 炉运行及输煤系统管理

杨小平 副主任 检修管理 煤泥掺烧技术改造

3.2.2  岗位职责
组长：负责煤泥掺烧的全盘管理、沟通、协调工

作，煤泥掺烧的技术攻关及制约煤泥掺烧的技术改造

工作。

成员：杨小平、高瑞负责煤泥掺烧过程中锅炉稳定

运行及运行异常应急处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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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庆炜、李西满负责锅炉煤泥掺烧运行调整工作；

刘振军、高晶负责输煤系统上煤、煤泥掺伴、原煤

及煤泥质量把控工作。

3.3  工作流程图（如下图所示）

3.4  流程过程控制方法说明及节点工作的做法描述
流程过程控制方法说明要求全面描述如何从一个节

点流向另一个节点；节点工作的做法描述要求包括具体

工作方法、工作工具等的描述。

3.4.1  煤泥掺烧实施方案
根据煤泥掺烧工作前期调研、对标学习，应选用干

煤泥热值指标为：发热量大于2500大卡，全水小于16%，
原煤指标：发热量大于4200大卡，全水小于13%，入炉煤
指标：发热量3000-3450大卡，全水小于15.5%。

3.4.2  煤泥掺烧存在的问题
（1）煤场给煤机受煤坑下煤泥不畅；
（2）落煤管、破碎机壁上煤泥粘结严重；
（3）炉前给煤机煤仓内蓬煤严重，造成给煤机频繁

断煤；

（4）现场环境较差，粉尘较大。
3.4.3  煤泥掺烧存在的问题处理措施
3.4.3.1  煤场给煤机受煤坑下煤泥不畅的处理办法
（1）控制煤泥水分指标，严格执行煤泥全水小于

16%；
（2）改造煤泥受煤坑坡度；
（3）煤泥受煤坑外壁加装振打装置；
（4）设专人定期清理受煤坑积煤。

3.4.3.2  落煤管、破碎机壁上煤泥粘结煤泥处理办法
（1）改造落煤管坡度；
（2）落煤管外壁增加振打装置；
（3）落煤管外壁增加气力喷吹；

（4）定期检查清理。
3.4.3.3  炉前给煤机煤仓内蓬煤严重，造成给煤机频

繁断煤的处理办法

（1）煤仓下部坡度改造；
（2）煤仓外壁加装空气炮；
（3）煤仓外壁加装振打装置；
（4）煤仓底部加装旋转清堵机；
（5）定期清理煤仓。

3.4.3.4  现场粉尘较大环境较差的处理办法
（1）给煤机下煤口做密封；
（2）落煤管检查口做密封；
（3）皮带落煤点加装微动力除尘器；
（4）输煤系统走廊加装水冲洗装置。

3.4.4  干煤泥掺烧方法及经验
我公司现采用采购好合格的干煤泥和原煤分类存放

至煤场，由铲车铲至给煤机受煤坑铲煤，上煤时同时启

动两台给煤机运行，其中一台给煤机输送原煤另一台给

煤机输送干煤泥，通过给煤机变频调节控制原煤和煤泥

量，原煤和煤泥同时落在#1输煤皮带混合输送至破碎机
进行筛分破碎，破碎后落至#2输煤皮带，经过#2输煤皮
带转运至#3输煤煤皮带，#3输煤皮带分别输送至各煤仓
供锅炉使用。

根据公司干煤泥掺烧总结，提升煤泥掺烧比例降低

燃料成本，当干煤泥比例提升至55%以上时，锅炉满负荷
运行时，燃料量增大，送风量增加，易造成锅炉爆管，

为了从长远考虑干煤泥掺烧经济效益，合理控制干煤泥

掺烧比例至关重要，通过几年的掺烧经验总结，煤泥掺

烧比例控制在50%-55%之间为最佳掺烧比例。
4��实施成效

从2019年7月开始公司逐步开始实施干煤泥掺烧，随
着设备瓶颈问题不断改造，掺烧技术越来越成熟，公司

煤泥掺烧比例逐步提高，煤泥掺烧量逐步增大。2023年
煤泥掺烧已达到公司预期效果，年度制定煤泥掺烧比例

50%，煤泥实际掺烧比例50.96%，使用干煤泥563836吨。
2023年公司采购干煤泥平均发热量2396大卡，平均

价格150元/吨，原煤平均发热量4200大卡，平均价格450
元/吨。

2023年使用干煤泥节约燃料成本6016万元。
5��主要创新点

5.1  煤矿和选煤厂在加工精煤过程中产生煤泥，将煤
泥作为废弃垃圾处理，处理时还受环保部门监管，不得

造成环境污染，处理时成本较高，一定程度上影响公司

效益，电厂锅炉使用后既降低了煤泥污染又降低了废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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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费用，实现“变废为宝”目的。

5.2  循环流化床锅炉具有燃料适应性广的特点，可以
燃用煤矸石、煤泥等燃料，在用煤矸石时锅炉排渣量大，

长期会造成排渣系统故障率提高，处理排渣系统故障时影

响锅炉负荷。所以在循环流化床锅炉燃料选取使用部分干

煤泥掺烧其优点较为明显，首先煤泥采购性价比更高；其

次使用煤泥可减少锅炉排渣量，降低出渣系统故障频率，

电厂选择使用可降低燃料成本，实现降本增效的目的，从

而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增强核心竞争力。

5.3  在使用干煤泥做燃料时，输煤系统易造成扬尘
大，现场环境污染，在实施干煤泥掺烧以来，我公司对

输煤系统环境卫生进行彻底改造治理，输煤系统全线的

扬尘点实施全封闭，对皮带运转落煤点加装微动力除尘

抑尘，皮带全程实施全封闭，皮带地面、走廊全部改造

为水冲洗清理卫生，通过一系列的改造，区域达到职业

卫生环境标准。

5.4  干煤泥掺烧实施以来，入炉原煤粒径下降，为
进一步降低破碎机的出力同时降低破碎机电耗，公司对

破碎机实施了技术改造，在破碎机入口上方加装滚轴筛

分，破碎机入口增加一条下煤旁路管道，与破碎机入口

相连接为三通，内部增加一块切换挡板，使用干煤泥掺

拌时，入炉煤先经过滚轴筛分，大约80%合格的细煤粉从
旁路管下落，只有20%粒度加大的入炉煤进行破碎，大大
降低了破碎机的工作能力，从而实现了降低破碎机的电

耗，节约厂用电量，实现公司降本增效的目的。

5.5  为了实现煤泥掺烧比例最大化，陕西煤业化工集
团神木电化发展有限公司制定了《煤泥掺烧管理办法》

《配煤指导表》《日成本核算进班组》等煤泥掺烧管理

办法，积极进行煤泥掺烧的技术探索和尝试，通过对不

同发热量煤种的掺烧工况和技术探索，制定了一系列保

证安全的掺烧配比方案，有计划地在煤种水分低、发热

量低时，增加水分高、发热量低的煤泥配比，从而优化

库存结构，节约燃烧成本，实现环保和节能的双赢。

6��展望与思考

6.1  干煤泥需求量增大，资源紧缺
煤泥是由于煤炭洗选过程中产生的附属产品，近年

来，随着煤炭行业的快速发展，煤泥的需求量也在不断

增加。煤泥的应用领域广泛，可以用于发电、供热、制

砖、制作炭素、陶瓷等多种行业。因此，煤泥市场的需

求量非常旺盛，行业前景十分广阔。

在煤泥的应用领域中，发电和供热是较为常见的领

域。随着能源消耗量的不断增加，电力需求量也在不断

增长，煤泥发电将会成为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

6.2  干煤泥掺烧对环境的影响

干煤泥掺烧作为一种旨在提高煤泥利用率、降低燃

烧成本、减轻环境污染的燃烧技术，其在环境方面的影

响备受关注。从目前的研究和实践来看，干煤泥掺烧对

环境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干煤泥掺烧有助于减少烟尘和有害气体的排

放。煤泥燃烧过程中，由于煤泥颗粒小、含水量高，燃

烧不完全，容易产生大量的烟尘和有害气体，如SO2、

NOx、CO2等。

二是干煤泥掺烧过程中，如果掺烧比例不当，也可

能导致某些污染物的排放增加。因此，我们需要对干煤

泥掺烧的燃烧过程进行精细化管理，确保其在带来环境

效益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负面影响。[2]

三是干煤泥掺烧还能改善煤泥燃烧过程中的污染物

扩散特性，减小污染物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6.3  我国干煤泥掺烧的发展策略与建议
第一，加强政策引导和支持。政府部门应继续完善

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为干煤泥掺烧技术的发展提供有

力的政策保障。同时，加强对干煤泥掺烧技术推广的宣

传力度，提高社会认知度，营造良好的发展氛围。

第二，加大技术研发和创新。我国应持续加大对干

煤泥掺烧技术研发的投入，鼓励科研院所、企业、高校

等各方加强合作，开展技术攻关，突破关键核心技术。[3]

此外，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创新燃烧工艺和设备，提高

燃烧效率，降低环境污染。

第三，优化人才培养和交流。加强干煤泥掺烧领域

的人才培养，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培养一批具备专业素

质和创新能力的工程技术人才。

同时，企业应注重与政府、高校合作，加强政策引领、

优化人才培养，共同推进干煤泥掺烧技术的创新发展。

结语

总之，干煤泥掺烧作为一种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技

术，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通过对干煤泥特性、掺烧技

术、燃烧性能、污染物排放和经济效益的研究，可以为

干煤泥的合理利用提供科学依据。未来，随着相关技术

的不断进步和政策的支持，干煤泥掺烧将在能源领域发

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为实现能源的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

护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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