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钙基催化木屑煤混燃及其对排放、灰分特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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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工学院，广州 ５１０２７５）

　　【摘要】　以木屑和褐煤为研究对象，利用循环流化床反应装置，研究了不同燃烧工况下钙基对 ＳＯ２、ＮＯｘ排放

特性的影响；并通过 Ｘ射线荧光光谱仪（ＸＲＦ）、Ｘ射线衍射仪（ＸＲＤ）和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仪（ＩＣＰ）测定了底

灰的元素、基团和矿物组成，对附加碱金属 Ｃａ的灰样进行了熔融特性分析。研究表明，钙基对 ＳＯ２、ＮＯｘ的释放有

一定的抑制作用。当过量空气系数 α为１０时，石灰石的添加对 ＮＯｘ减排最为明显。且随着木屑含量的减少，ＮＯｘ
产率有所降低；钙基对 ＳＯ２的脱除受反应温度的影响。在温度为 ７００～９００℃、Ｃａ和 Ｓ质量比为 ２０时的固硫脱硫

效果最好；在 ＣａＣＯ３的作用下，底灰的熔融现象基本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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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生物质是一种绿色能源，它与煤混燃可实现生

物质的大规模、高效利用，是减少 ＣＯ２排放的主要方

法之一
［１～２］

。但该种燃料的固有无机元素钾、钠、

硫、钙、硅的含量较高，在燃烧过程中易发生聚团、结

焦等问题
［３］
。同时，煤和生物质燃烧还会产生 ＳＯ２、

ＮＯｘ等有害气体。这些都会影响整个生物质利用系
统的效率和可靠性。因此，混燃及其排放、灰熔融特

性一直是各国学者研究的焦点。



Ｇｒａｍｍｅｌｉｓ等在流化床反应器、半工业用循环流
化床燃烧器和工业锅炉内对废木材和褐煤进行混燃

实验。研究证明废木材与褐煤共燃是可行的
［４］
。杨

天华等研究了煤燃烧过程中碱金属对 ＳＯ２析出特性

的影响
［５］
。Ｄｉａｎａ等研究了树脂焦炭和煤焦附加碱

金属 Ｋ还原 ＮＯｘ的机理，认为 Ｋ对树脂焦炭的影响
是增加活位点的数量，并在相应的活位点上提高了

焦炭还原 ＮＯｘ的速率
［６］
。其他关于生物质与煤混燃

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热解机理和污染物的排放等方

面。本文主要研究煤木屑混燃过程中钙基对 ＳＯ２、
ＮＯｘ排放的影响，并测定底灰的元素、基团和矿物组
成。

１　实验方法与装置

１１　原料
实验用煤和木屑取自东莞新鼎生物质燃料有限

公司。原料的常规元素和工业分析如表１所示。实
验前，将煤和木屑研磨至２００目，在１０５℃下干燥２ｈ
备用。

表 １　原料元素分析与工业分析

Ｔａｂ．１　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ｒａｗ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

样品

元素分析（质量分数） 工业分析（质量分数）

碳 氢 氮 硫 水分 灰分 挥发分 固定碳

煤　 ４０５４ ３１２ ０５９ ０５７ ０５１ ２１４９ １７３５ ６０６４

木屑 ４５８１ ５１９ ０６６ ０３４１２３５ ０８２ ６９４３ １７４０

１２　排放性能实验
实验装置由空气预热、燃烧、气固分离和测量系

统４部分组成，如图 １所示。空气预热系统由空气
预加热室、风速控制阀、鼓风机和布风帽等构成。主

燃烧室为圆柱体，规格 Ф１５０ｍｍ×３０００ｍｍ，采用耐
高温的３１０不锈钢制成。蓄热体为石英沙，颗粒直
径２ｍｍ。电加热段在炉体的下部，向上为燃烧段。
电加热段最高温度 １０００℃，常用温度 ８５０℃。炉内
温度由热电偶测试，并连接到控制柜上在线显示。

尾部烟气依次通过烟道、冷凝管以降低排烟温度，其

浓度由 ＴＹ ２０００型烟气分析仪直接测定。
选用石灰石作为催化剂，在不同的空气过量系

图 １　燃烧反应实验系统简图

Ｆｉｇ．１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ｙｓｔｅｍ
１．风机　２、３流量计　４．空气预加热室　５．收灰装置　６．引风机

７．排渣阀　８．给料斗　９．主燃烧室　１０．电加热段　１１．布风帽

１２．回料装置　１３．冷却水套　１４．旋风分离器　１５．冷凝管　

１６．干燥管　１７．烟气分析仪　１８．采样泵　１９．数据采集仪
　

　　

数、反应温度和配比条件下研究木屑、煤混燃的排放

特性。石灰石添加量按 Ｃａ、Ｓ质量比进行计算，其
添加量及实验工况如表 ２所示，ｍ１、ｍ２分别为煤、木
屑的质量。Ｒ为添加量，α为空气过量系数，Ｔ为反
应温度。

表 ２　添加剂及实验工况

Ｔａｂ．２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ｓａｎｄｔｅｓｔ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工况序号 ｍ１／ｍ２
Ｃａ、Ｓ

质量比
Ｒ／ｇ·ｋｇ－１ α Ｔ／℃

１

２

３

４

５

０

１５

２０

２５

０

２４９

３３２

４１５

１０／１２／１５ ７００～９５０

５

６

７

８

４

０

１５

２０

２５

０

２４６

３２８

４０９

１０／１２／１５ ７００～９５０

１３　灰样组成分析
采用 Ｓ４ Ｐｉｏｎｅｅｒ型 Ｘ射线荧光光谱仪（ＸＲＦ）

测定底灰的基团组成；采用日本理学 Ｄ／ｍａｘ２４００型
Ｘ射线衍射仪（ＸＲＤ）测定其矿物组成。

煤和木屑的成灰元素采用 ＩＲ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５０００型
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仪（ＩＣＰ）测定，采用的消解
方案为 ＨＮＯ３／ＨＦ／ＨＣＩＯ４ 微波消解。测试结果如
表３所示。

表 ３　煤、木屑的成灰元素质量比
Ｔａｂ．３　Ｍａｓｓｒａｔｉｏｏｆｌｉｇｎｉｔｅａｎｄｓａｗｄｕｓｔ μｇ／ｇ

样品 Ａｌ Ｃａ Ｆｅ Ｋ Ｍｇ Ｎａ Ｐ Ｓｉ

煤　 ３４４×１０４ ２４８×１０３ １４２×１０４ ２５６×１０３ １０２×１０３ ６６５×１０２ １５０×１０２ ３１２×１０３

木屑 ３６７×１０３ ９３４×１０３ ２０３×１０３ １３４×１０３ ６５３×１０２ ２７４×１０２ １１８×１０２ １７７×１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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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实验结果与讨论

２１　添加剂对 ＳＯ２、ＮＯｘ排放性能的影响

２１１　不同燃烧工况下钙基对排放性能的影响
在不同的燃烧工况下，加入石灰石，考察钙基对

排放性能的影响。

图２～３是不同过量空气系数下 ＳＯ２、ＮＯｘ的排
放特性。对比最大 ＳＯ２质量浓度可以看出，加入石
灰石之后，最大 ＳＯ２质量浓度（α＝１５）从 ３８９ｍｇ／Ｌ
降低到１９１ｍｇ／Ｌ。因此，石灰石的添加能使 ＳＯ２排
放量大幅度地减少。从图 ３可以发现，钙基对 ＮＯｘ
的释放也具有一定的抑制效果。用相对脱除率 Ｙ
表示钙基对排放的影响，即

Ｙ＝Ｃ－Ｃ′
Ｃ

×１００％ （１）

式中　Ｃ———无添加剂时 ＳＯ２、ＮＯｘ的排放量
Ｃ′———有添加剂时 ＳＯ２、ＮＯｘ的排放量

图２　ｍ１／ｍ２＝４时不同 α及 Ｃａ、Ｓ质量比下 ＳＯ２的质量浓度

Ｆｉｇ．２　ＳＯ２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αａｎｄｍａｓｓｒａｔｉｏ

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ａａｎｄＳｗｈｅｎｍ１／ｍ２＝４
　

图３　ｍ１／ｍ２＝４时不同 α及 Ｃａ、Ｓ质量比下 ＮＯｘ的质量浓度

Ｆｉｇ．３　ＮＯｘ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αａｎｄｍａｓｓｒａｔｉｏ

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ａａｎｄＳｗｈｅｎｍ１／ｍ２＝４
　
图４中的 ＳＯ２相对脱除率曲线呈单峰分布，说

明在不同的过量空气系数下，存在一个最佳的脱硫

温度。随过量空气系数的不同，最佳脱硫温度基本

在８５０～９５０℃之间变动。这是因为 ＣａＯ会由于高
温烧结逐渐失去活性，导致固硫反应速率的降低。

从图５可知，当 α＝１０时，石灰石的添加对 ＮＯｘ释
放强度的影响较明显，且趋势最稳定。魏砾宏等的

实验结论认为，Ｃａ对 ＮＯｘ的还原反应起催化作用，

其催化能力强于 Ｆｅ［７］，与本文的结论一致。随着反

应温度的升高，ＮＯｘ还原率显著减少。研究认为，燃
烧过程中半焦还原 ＮＯｘ的反应是削减 ＮＯｘ排放的重

要因素
［８～９］

。温度过高、空气过量系数较大时，ＣａＯ
能与充足的 ＣＯ２反应生成 ＣａＣＯ３，阻抑氧气与半焦
反应形成活泼的碳氧表面络合物，不利于半焦还原

ＮＯｘ，所以 ＮＯｘ还原率较低。

图 ４　ｍ１／ｍ２＝４、Ｃａ、Ｓ质量比为 ２０时不同 α下 ＳＯ２
的相对脱除率

Ｆｉｇ．４　ＳＯ２ｒｅｍｏｖａｌｒａｔｅ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αｗｈｅｎｍ１／ｍ２＝４，

ｍａｓｓｒａｔｉｏ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ａａｎｄＳｏｆ２０
　

图 ５　ｍ１／ｍ２＝４、Ｃａ、Ｓ质量比 ２０时不同 α下 ＮＯｘ
的相对脱除率

Ｆｉｇ．５　ＮＯｘｒｅｍｏｖａｌｒａｔｅ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αｗｈｅｎｍ１／ｍ２＝４，

ｍａｓｓｒａｔｉｏ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ａａｎｄＳｏｆ２０
　
图６～９是不同配比条件下的排放特性。从

图６、７可以推断，在加入石灰石之后，ＳＯ２的析出量
不再受配比条件的影响。而图８～９表明，有添加剂
时，配比减少能有效降低 ＮＯｘ的释放。这可能是因
为：碱金属 Ｃａ对焦炭异相还原 ＮＯｘ的反应是一种表
面反应，反应能力的强弱与木屑、煤的表面结构以

及 Ｃａ与气相的接触面积有关［１０］
。一般说来，木屑

的挥发分含量较大，在燃烧的初期或燃烧温度较低

时，挥发分大量析出并燃烧，能大大减少 Ｃａ与气相
的接触面积。因此，木屑含量越少，ＣａＯ越易从热解
阶段进入挥发相，进入气相的 ＣａＯ会促使某些 ＮＯ２
转化成 ＮＯ。
２１２　添加量对排放性能的影响

图１０～１３为不同添加量条件下 ＳＯ２、ＮＯｘ的排
放特性。由图可见，反应温度在 ７００～９００℃之间、
Ｃａ、Ｓ质量比为 ２０时，固硫脱硫效果最好。超过
９００℃以后，Ｃａ、Ｓ质量比为１５时对应的 ＳＯ２相对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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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α＝１２、Ｃａ、Ｓ质量比为 ２０时不同配比条件下

ＳＯ２的质量浓度

Ｆｉｇ．６　ＳＯ２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ｉｘｉｎｇｒａｔｉｏｗｈｅｎ

α＝１２，ｍａｓｓｒａｔｉｏ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ａａｎｄＳｏｆ２０
　

图 ７　α＝１２、Ｃａ、Ｓ质量比为 ２０时不同配比条件下

ＳＯ２的相对脱除率

Ｆｉｇ．７　ＳＯ２ｒｅｍｏｖａｌｒａｔｅ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ｉｘｉｎｇｒａｔｉｏｗｈｅｎ

α＝１２，ｍａｓｓｒａｔｉｏ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ａａｎｄＳｏｆ２０

图 ８　α＝１２、Ｃａ、Ｓ质量比为 ２０时不同配比条件下

ＮＯｘ的质量浓度

Ｆｉｇ．８　ＮＯｘ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ｉｘｉｎｇｒａｔｉｏｗｈｅｎ

α＝１２，ｍａｓｓｒａｔｉｏ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ａａｎｄＳｏｆ２０

图 ９　α＝１２、Ｃａ、Ｓ质量比为 ２０时不同配比条件下

ＮＯｘ的相对脱除率

Ｆｉｇ．９　ＮＯｘｒｅｍｏｖａｌｒａｔｅ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ｉｘｉｎｇｒａｔｉｏｗｈｅｎ

α＝１２，ｍａｓｓｒａｔｉｏ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ａａｎｄＳｏｆ２０

图１０　α＝１２、ｍ１／ｍ２＝４时不同添加量下 ＳＯ２的质量浓度

Ｆｉｇ．１０　ＳＯ２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ａｓｓｒａｔｉｏ

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ａａｎｄＳｗｈｅｎｍ１／ｍ２＝４，α＝１２
　

图 １１　α＝１２、ｍ１／ｍ２＝４时不同添加量下 ＳＯ２的

相对脱除率

Ｆｉｇ．１１　ＳＯ２ｒｅｍｏｖａｌｒａｔｅ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ａｓｓｒａｔｉｏ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ａａｎｄＳｗｈｅｎｍ１／ｍ２＝４，α＝１２
　

图 １２　α＝１２、ｍ１／ｍ２＝４时不同添加量下 ＮＯｘ的

质量浓度

Ｆｉｇ．１２　ＮＯｘ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ａｓｓｒａｔｉｏ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ａａｎｄＳｗｈｅｎｍ１／ｍ２＝４，α＝１２
　
除率最高。氮元素在燃烧过程中先转化为 ＨＣＮ、
ＮＨ３等中间产物，中间产物和氧气发生反应就会生
成燃料型 ＮＯｘ。钙基对 ＮＯｘ排放的影响比较复杂。
一方面，添加石灰石后 ，ＣＯ浓度会升高，而这一还
原性气体会抑制 ＮＯｘ的生成；另一方面，ＣａＯ能够促
进 ＨＣＮ、ＮＨ３氧化为 ＮＯ，增加 ＮＯｘ生成量。因此，
存在一个最佳的添加量。如图１３所示，这个最佳值
大约为 Ｃａ、Ｓ质量比１５。
２２　添加剂对灰熔融特性的影响

（１）灰熔点测定
对反应温度 ８００℃，α＝１２，Ｃａ、Ｓ质量比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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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３　α＝１２、ｍ１／ｍ２＝４时不同添加量下 ＮＯｘ的

相对脱除率

Ｆｉｇ．１３　ＮＯｘｒｅｍｏｖａｌ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ａｓｓｒａｔｉｏ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ａａｎｄＳｗｈｅｎｍ１／ｍ２＝４，α＝１２
　
为１５、２０、２５，煤与木屑的配比分别为５、４的６个
灰样进行软化温度测定，研究钙基对底灰熔融特性

的影响。实验采用 ＺＲＣ２０００型智能灰熔点测定仪，
观察、记录灰样的特征温度。图１４为软化温度对应
　　

图 １４　ＦＴ温度对应的灰样形状

Ｆｉｇ．１４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ａｓｈｓｈａｐｅｏｆｓｏｆｔｅｎｉｎｇ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的灰样形状。岑可法等认为，底灰的熔融特性应取决

于所生成的高温共融体，而非成灰灰分的元素比例。

为了验证这一推论，对灰样进行ＸＲＦ和ＸＲＤ测试。
（２）ＸＲＦ分析
底灰中主要有 Ｃａ、Ｓｉ、Ａｌ、Ｆｅ、Ｃｌ、Ｓ、Ｍｇ、Ｋ、Ｎａ、少

量的 Ｔｉ以及其他未检出的元素（表４）。
表 ４　灰样的 ＸＲＦ分析元素质量分数

Ｔａｂ．４　Ａｓｈ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ｂｙＸＲＦ ％

ｍ１／ｍ２ Ｃａ、Ｓ质量比 Ｏ Ｋ Ｎａ Ｍｇ Ｃａ Ｆｅ Ａｌ Ｓｉ Ｔｉ Ｃｌ Ｓ

１５ ４３１１ ０７４ ０６７ １３３ ８４２ ３４９ ４７８ ２１００ ０３２ ５６２ ２６１
５ ２０ ４１７５ ０５６ ０３４ ０９９ ９４０ ４５８ ３６６ ２１１６ ０２３ ３０２ ０４３

２５ ４１７５ ０４２ ０３３ １４１ １８４０ １７２ ３０４ １８４９ ０３１ ４３０ １４１
１５ ４１３５ ０２８ ０４７ ０５２ １５８８ ３４５ ３８３ １８３２ ０２９ ５７６ ２５４

４ ２０ ４１５０ ０３０ ０４６ ０７７ １６３７ ３９８ ３７０ １７１３ ０３３ ６０４ ０９２
２５ ４１５２ ０１２ ０３３ １３８ ２６６０ ５８１ １９３ １０７３ ０２９ ６０４ ２０８

　　其中，Ｃａ、Ｆｅ、Ｍｇ、Ｎａ元素是网络改良离子，能
够破坏石英、三氧化二铝以及硅酸盐中的 Ｓｉ—Ｏ键、
Ａｌ—Ｏ键，组合成新的硅酸盐和铝硅酸盐结构，Ｓｉ、
Ａｌ元素则能在高温下形成硅酸盐和铝硅酸盐的骨
架。从表４可知，随 Ｃａ、Ｓ质量比升高，Ｎａ、Ａｌ含量
减少，Ｓｉ含量总体趋势是减少的，Ｓ先下降后升高，
Ｋ元素大量流失。通过化学平衡计算得，反应温度
为８００℃时，Ｋ约减少１２％。

对 ＸＲＦ测试结果进行当量转换和归一化处理，
得到了灰样氧化物含量，如表 ５所示，底灰中 ＣａＯ、
Ａｌ２Ｏ３、ＳｉＯ２的总质量分数超过了 ７０％。因此，煤
和木屑混燃产生的底灰属于 Ａｌ２Ｏ３ ＳｉＯ２ 金属氧
化物体系。且随 Ｃａ、Ｓ质量比升高，Ｎａ２Ｏ、Ａｌ２Ｏ３所
占比例减少，ＳｉＯ２所占比例总体趋势是减少的，
ＣａＯ所占比例上升，Ｆｅ２Ｏ３所占比例先上升后下降，
Ｃｌ基本为零。

表 ５　灰样氧化物的归一化处理结果

Ｔａｂ．５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ｇｒａｙｏｘｉｄｅｓ

ｍ１／ｍ２
Ｃａ、Ｓ

质量比

质量分数／％

Ｋ２Ｏ Ｎａ２Ｏ ＭｇＯ ＣａＯ Ｆｅ２Ｏ３ Ａｌ２Ｏ３ ＳｉＯ２ ＴｉＯ２ Ｃｌ

软化温度

／℃

１５ １７８ １８０ ２２１ １１７９ ９９８ １８０７ ４４９９ ０７９ ００３９ １１９０
５ ２０ １３５ ０９２ １６５ １３１７ １３０８ １３８２ ４５３５ ０５７ ００２１ １２６５

２５ １０２ ０９０ ２３５ ２５７７ ４９０ １１４９ ３９６２ ０７５ ００３０ １１８０
１５ ０６８ １２７ ０８６ ２２２３ ９８６ １４４８ ３９２５ ０６７ ００４０ １２０６

４ ２０ ０７３ １２３ １２８ ２２９２ １１３６ １３９９ ３６７１ ０８２ ００４２ １２１０
２５ ０３０ ０８８ ２３０ ３７２４ １６６０ ７２８ ２３００ ０７３ ００４２ １１９０

　　（３）ＸＲＤ分析
实验中 Ｘ射线衍射仪工作条件为电压 ３５ｋＶ，

电流２５ｍＡ，入射线波长λ＝１５４０５６ｎｍ。为了分析
灰样的矿物组成，对底灰在入射角２θ＝１０°～８０°的范

围内快速扫描，每步００２°，扫描速度１（°）／ｍｉｎ。
图１５～２０为灰样Ｘ衍射图谱。图１５中序号１～５

依次为 ＳｉＯ２、Ｃａ３Ｓｉ３Ｏ９、Ｋ２ＳＯ４、ＣａＳｉＯ３、ＫＡｌＳｉ３Ｏ８；

图１６中序号 １～４依次为 ＳｉＯ２、Ｋ２ＳＯ４、Ｃａ３Ｓｉ３Ｏ９、

５２１第 ８期　　　　　　　　　　王海蓉 等：钙基催化木屑煤混燃及其对排放、灰分特性的影响



图１５　Ｃａ、Ｓ质量比１５、ｍ１／ｍ２＝４时燃烧后灰样 ＸＲＤ图谱

Ｆｉｇ．１５　ＸＲ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ａｓｈｗｈｅｎｍａｓｓｒａｔｉｏ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ａａｎｄＳｏｆ１５，ｍ１／ｍ２＝４
　

图１６　Ｃａ、Ｓ质量比２０、ｍ１／ｍ２＝４时燃烧后灰样 ＸＲＤ图谱

Ｆｉｇ．１６　ＸＲ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ａｓｈｗｈｅｎｍａｓｓｒａｔｉｏ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ａａｎｄＳｏｆ２０，ｍ１／ｍ２＝４
　ＣａＳｉＯ３；图１７、２０中序号１～４依次为ＳｉＯ２、Ｃａ３Ｓｉ３Ｏ９、Ｋ２
ＳＯ４、ＣａＳｉＯ３；图 １８中序号 １～５依 次 为 ＳｉＯ２、
Ｃａ３Ｓｉ３Ｏ９、ＫＡｌＳｉ３Ｏ８、Ｋ２ＳＯ４、ＣａＳｉＯ３；图 １９中序号１～
５依次为 Ｍｇ（Ｋ２Ｎａ）２Ｐ２Ｏ３、ＳｉＯ２、Ｃａ３Ｓｉ３Ｏ９、Ｋ２ＳＯ４、
ＣａＳｉＯ３。图谱显示：底灰的主要矿物成分是石英
（ＳｉＯ２）、单钾芒硝（Ｋ２ＳＯ４）、硅酸钙（ＣａＳｉＯ３）、硅灰
石（Ｃａ３Ｓｉ３Ｏ９）和钾微斜长石（ＫＡｌＳｉ３Ｏ８）。此外，各
衍射谱中的 ＣａＣＯ３、ＣａＯ特征峰不明显，说明石灰石

参与催化反应比较完全。Ｃａ２＋作为电子受体，夺取
了 Ｏ２１、Ｏ８０、Ｏ８４上的成键电子，使得 Ｓｉ６０—Ｏ２１、
Ｓｉ６４—Ｏ８０、Ｓｉ６８—Ｏ８４键的强度降低，并与硅结合
形成了 ＣａＳｉＯ３和Ｃａ３Ｓｉ３Ｏ９。钙基作为离子势较低的
碱性组分，不仅有效终止了多聚物集聚，而且抑制了

Ｋ２Ｓｉ４Ｏ９的生成，使灰样的熔点降低
［３，１１］

。同时，灰

样中结晶相强度普遍减弱，ＫＣｌ相在高温下完全消
失。可以认为：ＫＣｌ发生了蒸发或其他反应［１２］

。因

此，钙基催化煤、木屑混燃的主要化学反应过程为

Ｋ２Ｃａ（ＣＯ３）２→Ｋ２Ｏ＋ＣａＯ＋２ＣＯ２ （２）
ＣａＯ＋ＳｉＯ２→ＣａＳｉＯ３ （３）

Ｋ２Ｏ＋２ＨＣｌ→２ＫＣｌ＋Ｈ２Ｏ （４）
ＣａＳＯ４＋Ｋ２Ｏ→Ｋ２ＳＯ４＋ＣａＯ （５）
３ＣａＯ＋３ＳｉＯ２→Ｃａ３Ｓｉ３Ｏ９ （６）

２ＫＣｌ＋Ａｌ２Ｏ３＋６ＳｉＯ２＋Ｈ２Ｏ→２ＫＡｌＳｉ３Ｏ８＋２ＨＣｌ

（７）

图１７　Ｃａ、Ｓ质量比２５、ｍ１／ｍ２＝４时燃烧后灰样 ＸＲＤ图谱

Ｆｉｇ．１７　ＸＲ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ａｓｈｗｈｅｎｍａｓｓｒａｔｉｏ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ａａｎｄＳｏｆ２５，ｍ１／ｍ２＝４

图１８　Ｃａ、Ｓ质量比１５、ｍ１／ｍ２＝５时燃烧后灰样 ＸＲＤ图谱

Ｆｉｇ．１８　ＸＲ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ａｓｈｗｈｅｎｍａｓｓｒａｔｉｏ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ａａｎｄＳｏｆ１５，ｍ１／ｍ２＝５

图１９　Ｃａ、Ｓ质量比２０、ｍ１／ｍ２＝５时燃烧后灰样 ＸＲＤ图谱

Ｆｉｇ．１９　ＸＲ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ａｓｈｗｈｅｎｍａｓｓｒａｔｉｏ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ａａｎｄＳｏｆ２０，ｍ１／ｍ２＝５

图２０　Ｃａ、Ｓ质量比２５、ｍ１／ｍ２＝５时燃烧后灰样 ＸＲＤ图谱

Ｆｉｇ．２０　ＸＲ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ａｓｈｗｈｅｎｍａｓｓｒａｔｉｏ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ａ

ａｎｄＳｏｆ２５，ｍ１／ｍ２＝５
　
通过求积仪对衍射峰与背景峰的积分、Ｋ值法，

得到了灰样 １～３的物相百分比（表 ６）。从表 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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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出，钙基催化煤、木屑混燃以式（２）～（４）的反应
为主，式（３）使底灰中的 ＳｉＯ２减少，式（４）使熔融态
的 Ｋ２Ｏ减少，底灰比较松软。实验中，有一定量单
钾芒硝产生，主要是因为煤在 Ｃａ的作用下发生了
固硫反应和式（５）所示的反应。Ｃａ、Ｓ质量比 ２０
时，固硫反应效果最佳，生成的单钾芒硝也最多。

表 ６　Ｘ衍射的定量分析

Ｔａｂ．６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ＸＲＤ ％

灰样
物相质量分数

ＳｉＯ２ ＣａＳｉＯ３ Ｋ２ＳＯ４ Ｃａ３Ｓｉ３Ｏ９ ＫＡｌＳｉ３Ｏ８

１ ４９７８７８ １６９４４６ １７５０１２ ５７４０４ ５２３７５
２ ６５５５８２ ９８５２４ １８３３５９ ７０８２３ ０
３ ６２８２４８ １２５０１６ １２７８３７ ５９０３４ ０

３　结论

（１）钙基对 ＳＯ２、ＮＯｘ的释放有一定的抑制作

用。当 α＝１０时，石灰石的添加对 ＮＯｘ释放强度的

影响最为明显。此外，钙基对 ＮＯｘ排放特性的影响
过程比较复杂。木屑与煤混燃过程中，ＮＯｘ的排放
不仅受石灰石添加量的影响，而且还受配比条件的

影响。一般来说，随着木屑含量的减少，ＮＯｘ产率有
所降低。

（２）当反应温度在 ７００～９００℃、Ｃａ、Ｓ质量比
２０时的固硫脱硫效果最好。同时，在不同的过量
空气系数下，ＳＯ２相对脱除率曲线呈单峰分布，即存
在一个最佳的脱硫温度。从以上可以看出，反应温

度对 ＳＯ２排放的影响最明显。
（３）底灰的熔融特性取决于所生成的高温共融

体。Ｃａ能够破坏石英、三氧化二铝以及硅酸盐中的
Ｓｉ—Ｏ键、Ａｌ—Ｏ键，使 Ｓｉ、Ａｌ元素在高温下形成硅
酸钙、硅灰石和钾微斜长石；并能通过参与固硫及其

他系统反应，促进熔融态 Ｋ２Ｏ的转化析出，使底灰
中钾的含量相对减少。因此，在 ＣａＣＯ３的作用下，底
灰的熔融现象基本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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