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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广州地区生活垃圾为对象在干燥箱内进行了模拟焚烧炉内干燥过程的实验研究。分析了温度对生活垃圾

干燥特性的影响，采用实验数据对 ７种薄层干燥数学模型进行非线性拟合，获得了描述实验过程的最优干燥模型。

结果表明：干燥温度越高，干燥时间越短，极值干燥速率越大。温度从 １００℃升高到 １６０℃，干燥时间由 ３２２ｍｉｎ降

至 １０２ｍｉｎ，最大干燥速率由０００９ｇ／（ｇ·ｍｉｎ）升高到００２７ｇ／（ｇ·ｍｉｎ）；Ｐａｇｅ，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ｐａｇｅ和 Ｗｅｉｂｕｌ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模

型可较准确地描述实验过程；通过菲克扩散模型计算出实验范围内有效扩散系数从 ２２１２×１０－９ｍ２／ｓ变化到

８０４４×１０－９ｍ２／ｓ，由阿乌尼斯方程得出生活垃圾的活化能为 ２７０３５ｋＪ／ｍｏ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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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随着生活垃圾排放量日益增大，原有被广泛采

纳的垃圾填埋法面临土地资源紧张、污染地下水资

源、土壤资源等问题。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是有

效处理垃圾的原则，垃圾焚烧发电逐渐被广泛认同。

垃圾含水率是影响燃烧效率、点火难度、ＣＯ、ＮＯｘ和
二英等有害气体排放、残余碳燃烧、火焰稳定性等

主要因素之一
［１］
，目前依赖进口的垃圾焚烧设备应

用于国内遭遇难以适应高水分垃圾品质、焚烧效率

降低等问题。

国内外学者对食品和农林产品的干燥过程进行

了大量的实验研究，奠定了薄层物料干燥性能的研

究方法和动力学分析方式
［２－７］

，以此为基础，很多学

者通过实验分析和数值模拟手段，研究了白菜茎、稻

谷、湿生活用纸、土豆片、湿木块和果蔬皮等生活垃

圾单一组分在马弗炉、炉排固定床等焚烧炉内的干

燥过程，探索了加热温度对干燥过程的影响规律并

进行相应的机理分析，获取了有效扩散系数和活化

能等基础数据
［８－１６］

。而关于生活垃圾混合物干燥

过程的研究鲜有报道。

本文以广州地区生活垃圾混合物为研究对象，

模拟焚烧炉内干燥工况，研究不同温度下的干燥过

程，为进一步研究生活垃圾混合物的干燥特性积累

数据，为改进和设计适于当地生活垃圾热值和含水

率的焚烧发电设备提供参考。

１　实验方法与材料

１１　实验设备和方法
实验装置如图 １所示，用于模仿焚烧炉固定床

内的干燥过程。实验样品在 ＳＸＺ ５ １２型鼓风干
燥箱内实现加热和保温，箱体内温度由 Ｋ型热电偶
采集并由干燥箱温度调节器控制，干燥箱下部钻孔

以置入 ＪＪ６００型精密电子天平的托盘，电子天平通
过数据线与计算机相连接。生活垃圾样品铺薄层置

于托盘上，干燥过程中电子天平将样品质量减小数

图 １　实验装置简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ａｐｐａｒａｔｕｓ
１．精密电子天平　２．干燥箱　３．温度调节显示器　４．热电偶　

５．样品　６．计算机



据实时传送到计算机并直接显示于屏幕上。

因实际焚烧炉运行稳定，炉排运动速度缓慢，来

自炉拱和烟气的辐射热、一次风的热量稳定，所以可

假设垃圾在炉内干燥阶段温度基本恒定，因而设定

实验温度分别为 １００、１２０、１４０、１６０℃，维持干燥箱
内鼓风速率不变。实验时待干燥箱内温度达到设定

值，将样品置于托盘中，随即关闭干燥箱门，启动数

据采集系统，每 ３０ｓ采集一次数据，直至样品质量
维持恒定。

１２　实验材料
实验对象取自广州城市生活垃圾，采用点面结

合的方式确定取样点，对实验样品由人工分选，用四

分法取样。样品采集后在分选坪上通过手工分拣方

式对垃圾进行分类称重，煤炭、渣土用１５ｍｍ网目分选
筛筛分，分类组成如表１所示。实验生活垃圾工业分
析和元素分析的送检分析结果如表２、表３所示。

表 １　广州城市生活垃圾的组成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ＭＳＷ ％

有机物质量分数 无机物质量分数

厨余

尘土
木竹 织物

塑料

橡胶
纸类 果叶茎 金属

砖瓦

陶瓷

５４４３ ７０８ ７７０ １２５９ ８９６ ７１４ ０３０ １８０

表 ２　广州城市生活垃圾的工业分析

Ｔａｂ．２　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ＭＳＷ

容积

密度／

（ｋｇ·ｍ－３）

含水

率／

％

灰分和可燃物质量

分数／％
发热量／（ｋＪ·ｋｇ－１）

干基灰分
干基可

燃物

干基高位

发热量

湿基低位

发热量

３００５ ４９３８ ３４００ ６６００ １４２４１ ５６３２

表 ３　广州城市生活垃圾的元素分析（干基质量分数）

Ｔａｂ．３　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ＭＳＷ ％

Ｃ Ｈ Ｏ Ｎ Ｓ Ｃｌ

３２９８ ３３４５ ２５２６ １１６５ ００８５ ０６９

１３　生活垃圾含水率
生活垃圾含水率计算公式为

ＭＲ＝
Ｍｔ－Ｍｅ
Ｍ０－Ｍｅ

×１００％ （１）

式中　ＭＲ———生活垃圾含水率，％
Ｍ０———初始干基含水率，ｇ／ｇ
Ｍｅ———平衡时干基含水率，ｇ／ｇ
Ｍｔ———实时干基含水率，ｇ／ｇ

与 Ｍ０和 Ｍｔ相比较，Ｍｅ的值非常小以至于可以
被忽略，因此式（１）可简化为

ＭＲ＝Ｍｔ／Ｍ０ （２）
干燥速率 ＤＲ（ｇ／（ｇ·ｍｉｎ））可表示物质中水分

的丢失程度，其表达式
［１７］
为

ＤＲ＝－（Ｍ（ｔ＋Δｔ）－Ｍｔ）／Δｔ （３）
式中　Ｍ（ｔ＋Δｔ）———（ｔ＋Δｔ）时刻干基含水率，ｇ／ｇ
１４　干燥模型

薄层干燥模型一般分为理论模型、半理论模型、

半经验模型和半理论半经验模型
［１７］
，拟合薄层干燥

实验数据，后３种较常用，如表４所示。

表 ４　薄层干燥数学模型

Ｔａｂ．４　Ｔｈｉｎｎｅｒｌａｙｅｒｄｒｙｉｎｇ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ｍｏｄｅｌｓ

类型 模型 表达式

半理论型
Ｔｗｏｔｅｒｍ

ｅｘｐｏｎｅｎｔｉａｌ［１８］
ＭＲ＝Ａｅｘｐ（－ｋ１ｔ）＋

　　Ｂｅｘｐ（－ｋ２ｔ）

Ｌｅｗｉｓ［１９］ ＭＲ＝ｅｘｐ（－ｋｔ）

半经验型 Ｐａｇｅ［２０］ ＭＲ＝ｅｘｐ（－（ｋｔ）
ｎ）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ｐａｇｅ［２０］ ＭＲ＝Ａｅｘｐ（－（ｋｔ）
ｎ）

Ｗｅｉｂｕｌ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９］ ＭＲ＝Ａ－Ｂｅｘｐ（－（ｋｔ
ｎ））

经验型 Ｌｏｇａｒｉｔｈｍｉｃ［２１］ ＭＲ＝Ａ＋Ｂｅｘｐ（－ｋｔ）

Ｑｕａｔｒａｔｉｃ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２２］ ＭＲ＝Ａ＋Ｂｔ＋Ｃｔ
２

　　采用软件 Ｏｒｉｇｉｎ对薄层干燥模型进行非线性拟
合，决定系数 Ｒ２和方差 γ２用于选出最优干燥模型，
Ｒ２越接近于１，γ２越小则拟合结果越能准确地描述
实际干燥过程。

Ｒ２＝１－
∑
Ｎ

ｉ＝１
（ＭＲｐｒｅ，ｉ－ＭＲｅｘｐ，ｉ）

２

∑
Ｎ

ｉ＝１
（ＭＲｐｒｅ－ＭＲｅｘｐ，ｉ）

２

（４）

γ２＝
∑
Ｎ

ｉ＝１
（ＭＲｐｒｅ，ｉ－ＭＲｅｘｐ，ｉ）

２

Ｎ－Ｐ
（５）

式中　ＭＲｐｒｅ，ｉ———模拟值　　ＭＲｅｘｐ，ｉ———实验值
Ｎ———实验测点个数 Ｐ———模型参数个数

２　实验结果分析

２１　干燥特性曲线
图２为广州地区生活垃圾在不同干燥温度下含

水率随干燥时间的变化关系。可见，干燥温度为

１００℃时，干燥时间达３２２ｍｉｎ；干燥温度升至１２０℃，
所需干燥时间缩短至 １６９ｍｉｎ；干燥温度达 １６０℃，
干燥时间降至１０２ｍｉｎ。干燥温度越低，将样品干燥
至相同含水率所需干燥时间越长。对于相同干燥温

升，高温区引起干燥时间的减少量则在降低。这是

由于干燥温度越高，传热温差越大，物料表面水分蒸

发速度和内部水分向表面迁移速度越快，导致干燥

时间越短；随着干燥温度的升高，表面水分蒸发以致

物料表面紧密，引起内部水分向外部迁移难度增大，

因此提升干燥温度促进干燥时间减少的效果在下

降。不同温度区间曲线间隔没有随着温度呈现有规

律的变化，最大曲线间隔出现在１００℃和 １２０℃两条

９０２第 ４期　　　　　　　　　　　　　　陈姝 等：广州地区生活垃圾干燥特性与动力学分析



干燥曲线之间，说明在此温度区间，生活垃圾含水率

变化大，干燥效果明显（图 ２）。最小曲线间隔并非
在１４０℃和 １６０℃两条干燥曲线之间，而是出现于
１２０℃和 １４０℃之间。说明干燥温度越高，物料表面
越致密导致含水率变化越不明显；同时可推测由于

生活垃圾成分复杂多样，水分的蒸发过程体现出不

同于单一物料的不稳定性。但随着干燥温度的提

高，曲线间隔的总体趋势在缩小。

图 ２　不同温度下生活垃圾含水率随时间变化曲线

Ｆｉｇ．２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ｎ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ＳＷ
　
图３为不同温度下广州地区生活垃圾干燥速率

随时间变化曲线。可知，在干燥初始阶段，干燥速率

迅速升至最大值后逐渐下降，干燥温度越高，最大干

燥速率越大，之后下降幅度也越大，干燥温度由１００℃
升至１６０℃，最大干燥速率由 ０００９ｇ／（ｇ·ｍｉｎ）升至
００２７ｇ／（ｇ·ｍｉｎ），上升达 ３倍。干燥初始阶段，干
燥温度对干燥速率的影响比较大，随着干燥进行到

中后期，干燥温度的影响逐渐减弱。原因在于干燥

初期，物料表面孔隙较大，干燥温度是水分扩散的主

要驱动力，而随着水分不断扩散促进物料表面孔隙

减小、硬化效应明显，致使进一步水分扩散难度增

大，导致干燥温度驱动水分扩散的效果减小。

图 ３　不同温度下生活垃圾干燥速率随时间变化曲线

Ｆｉｇ．３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ｎｄｒｙｉｎｇｒａｔｅｏｆＭＳＷ

ａ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ｉｍｅ
　
图４为干燥速率随含水率的变化曲线。干燥温

度为１００℃时干燥过程的升速段、恒速段和降速段
都很明显，随着干燥温度增加，恒速段逐渐消失；当

干燥温度升至１６０℃时，曲线中恒速段几乎消失，由
升速段直接过渡到降速段。干燥速率在干燥初期升

至极大值后迅速下降，且随着温度的升高最大干燥

速率对应的含水率在减小。原因在于升速段发生在

干燥初始阶段，主要是样品表面水分蒸发过程，时间

很短，样品内水分梯度大且变化剧烈，促使干燥速率

迅速攀升至极大值，干燥温度升高促使样品内、外温

差增大，驱动水分蒸发的深入进行；恒速段样品表面

水分蒸发速度和内部水分向外扩散速度相同，只发

生在低温干燥区；降速段样品外部组织已经向内收

缩，以内部水分扩散蒸发为主，因此干燥速率逐渐下

降，这个过程对干燥效果起主导作用。

图 ４　不同温度下生活垃圾干燥速率随含水率

变化曲线

Ｆｉｇ．４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ｎｄｒｙｉｎｇｒａｔｅｏｆＭＳＷ ａ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ｃｏｎｔｅｎｔ
　
２２　干燥模型拟合

干燥模型对实验数据的拟合结果如表 ５所示。
可见，Ｐａｇｅ、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ｐａｇｅ和 Ｗｅｉｂｕｌ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３个
模型的拟合结果 Ｒ２均大于或接近０９９９，γ２在１０－５～
１０－６数量级，拟合度最优。同时可看出，随着干燥温
度从１００℃逐渐升高，拟合度有所下降，至 １４０℃时
最低，随着温度提升，拟合度又逐渐升高。

图 ５～７分 别 表 示 Ｐａｇｅ、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ｐａｇｅ和
Ｗｅｉｂｕｌ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３个模型的拟合含水率曲线。可
见，这３个模型都可以比较准确地模拟实验干燥过
程，模型方程的常数值如表６所示。
２３　扩散系数和活化能

对于长时间干燥过程，假设干燥物料内部水分

均匀并可忽略外部阻力，菲克定律可用于计算干燥

过程中不同温度下生活垃圾内水分的扩散系数
［２３］

ＭＲ＝
８
π２
ｅｘｐ（－π２Ｄｅｆｆｔ／（４Ｌ

２
）） （６）

式中　Ｄｅｆｆ———有效扩散系数，ｍ
２／ｓ

Ｌ———干燥物料厚度的一半，ｍ
式（６）两边取对数后转换为线性方程

ｌｎＭＲ＝ｌｎ
８
π２
－
π２Ｄｅｆｆｔ
４Ｌ２

（７）

扩散系数 Ｄｅｆｆ可由斜率表达式计算得出

Ｓｌｏｐｅ＝
π２Ｄｅｆｆｔ
４Ｌ２

（８）

图８为不同实验温度生活垃圾 ｌｎＭＲ ｔ线性关
系图。对应求出在不同温度下拟合决定系数和扩散

系数如表７所示。可见干燥温度越高，水分有效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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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５　生活垃圾干燥模型拟合结果

Ｔａｂ．５　Ｆｉｔｔ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ＭＳＷ ｗｉｔｈｄｒｙ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ｓ

模型

温度／℃

１００ １２０ １４０ １６０

γ２ Ｒ２ γ２ Ｒ２ γ２ Ｒ２ γ２ Ｒ２

Ｔｗｏｔｅｒｍｅｘｐｏｎｅｎｔｉａｌ ８５６６×１０－５ ０９９８９ １４８９×１０－５ ０９９９７ １６２９×１０－４ ０９９６３ ２２７１×１０－５ ０９９９３

Ｌｅｗｉｓ ３９１９×１０－４ ０９９４５ ３６２２×１０－５ ０９９９１ ２３９４×１０－４ ０９９４３ ８０７５×１０－５ ０９９７５

Ｐａｇｅ ５１６３×１０－５ ０９９９３ １６８３×１０－５ ０９９９６ ７２７５×１０－５ ０９９８３ ３９７４×１０－６ ０９９９９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ｐａｇｅ ４０９７×１０－５ ０９９９３ １６９０×１０－５ ０９９９６ ７３４６×１０－５ ０９９８３ ４００７×１０－６ ０９９９９

Ｗｅｉｂｕｌ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４５４４×１０－５ ０９９９４ １７１３×１０－５ ０９９９６ ３８５５×１０－５ ０９９９１ ４０３０×１０－６ ０９９９９

ＡｔｔｅｎｕａｉｏｎＩｎｄｅｘ １６０５×１０－４ ０９９７８ ２８９６×１０－５ ０９９９３ １６６４×１０－４ ０９９６１ ５８２１×１０－６ ０９９８２

Ｑｕａｔｒａｔｉｃ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２９８０×１０－３ ０９５９２ １１２６×１０－２ ０７３７１ １３４２×１０－２ ０６８８５ １４６３×１０－２ ０５５４８

图 ５　Ｐａｇｅ模型拟合 ＭＲ ｔ曲线

Ｆｉｇ．５　ＦｉｔｔｉｎｇＭＲ ｔ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ＭＳＷ ｗｉｔｈＰａｇｅｍｏｄｅｌ
　

图 ６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ｐａｇｅ模型拟合 ＭＲ ｔ曲线

Ｆｉｇ．６　ＦｉｔｔｉｎｇＭＲ ｔ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ＭＳＷ ｗｉｔｈ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ｐａｇｅｍｏｄｅｌ
　

图 ７　Ｗｅｉｂｕｌ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模型拟合 ＭＲ ｔ曲线

Ｆｉｇ．７　ＦｉｔｔｉｎｇＭＲ ｔ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ＭＳＷ ｗｉｔｈＷｅｉｂｕｌ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
　
散系数越大，因此干燥时间随着干燥温度的升高而

减少。

阿乌尼斯方程可建立有效扩散系数和活化能之

间的关系，用于求解活化能
［２３］

Ｄｅｆｆ＝Ｄ０ｅｘｐ（－Ｅａ／（ＲｇＴ）） （９）

式中　Ｄ０———指前因子，ｍ
２／ｓ

Ｅａ———活化能，ｋＪ／ｍｏｌ

表 ６　生活垃圾干燥模型模型常数

Ｔａｂ．６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ｓｏｆＭＳＷ ｗｉｔｈｄｒｙ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ｓ

模型 温度／℃ 常数值

Ｐａｇｅ

１００

１２０

１４０

１６０

ｋ＝０００５３３　ｎ＝１１５０

ｋ＝００１９８　ｎ＝１０５１

ｋ＝００１３２　ｎ＝１１７５

ｋ＝００２３７　ｎ＝１１３３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ｐａｇｅ

１００

１２０

１４０

１６０

Ａ＝０９８９

ｋ＝０００４８５　ｎ＝１１６７

Ａ＝０９９７

ｋ＝０００１９４　ｎ＝１０５４

Ａ＝１００４

ｋ＝００１３５　ｎ＝１１７１

Ａ＝０９９９

ｋ＝００２３５　ｎ＝１１３５

Ｗｅｉｂｕｌ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１００

１２０

１４０

１６０

Ａ＝－０００４０２　Ｂ＝－０９９７

ｋ＝０００５３０　ｎ＝１１４７

Ａ＝－００００２８４　Ｂ＝－０９９８

ｋ＝００１９６　ｎ＝１０５２

Ａ＝－０００７００　Ｂ＝－０９９３

ｋ＝００１２２　ｎ＝１２０２

Ａ＝－００００２１０　Ｂ＝－０９９９

ｋ＝００２３５　ｎ＝１１３７

图 ８　ｌｎＭＲ ｔ关系曲线

Ｆｉｇ．８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ｆｉｇｕｒ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ｌｎＭＲ ｔ
　
　　　Ｒｇ———通用气体常数，ｋＪ／（ｍｏｌ·Ｋ）
　　　Ｔ———温度，Ｋ
式（９）两边取对数后，得

ｌｎＤｅｆｆ＝ｌｎＤ０－
Ｅａ
ＲｇＴ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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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生活垃圾拟合相关系数值和扩散系数值

Ｔａｂ．７　Ｒ２ａｎｄＤｅｆｆｏｆＭＳＷ

温度／℃ Ｒ２ Ｄｅｆｆ／（ｍ
２·ｓ－１）

１００ ０９８７ ２２１２×１０－９

１２０ ０９９２ ４６００×１０－９

１４０ ０９９５ ５１２２×１０－９

１６０ ０９９７ ８０４４×１０－９

可见 ｌｎＤｅｆｆ和１／Ｔ呈线性关系，其斜率 －
Ｅａ
Ｒｇ
可确定活

化能值，计算出实验生活垃圾的干燥活化能为

２７０３５ｋＪ／（ｍｏｌ·Ｋ）。这个结果接近生活垃圾中高
水分 组 分 桔 皮 （２５ｋＪ／（ｍｏｌ·Ｋ））［８］、土 豆 片
（２３９９５ｋＪ／（ｍｏｌ·Ｋ））和西瓜皮（２２３９ｋＪ／（ｍｏｌ·Ｋ））［１０］

等，远低于易燃组分纸屑（１１３ｋＪ／（ｍｏｌ·Ｋ））和布屑
（１５０ｋＪ／（ｍｏｌ·Ｋ））［８］。

３　结论

（１）干燥温度的升高可减少干燥时间，但对干
燥时间的影响逐渐下降；ｌｎＭＲ ｔ曲线间隔总体变化
趋势是随着干燥温度的升高而减小。

（２）干燥速率在干燥初始阶段迅速升至极大值
后降低；干燥温度１００℃升至１６０℃对应最大干燥速
率由０００９ｇ／（ｇ·ｍｉｎ）升至 ００２７ｇ／（ｇ·ｍｉｎ）；干燥
温度越高，最大干燥速率对应含水率越低。

（３）Ｐａｇｅ、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ｐａｇｅ和 Ｗｅｉｂｕｌ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模
型对实验干燥过程拟合决定系数 Ｒ２均大于０９９８３，方
差γ２介于１６８３×１０－５～３９７４×１０－６之间，拟合度最优。

（４）干燥温度 １００～１６０℃，广州地区生活垃圾
水分有效扩散系数为２２１２×１０－９～８０４４×１０－９ｍ２／ｓ；
生活垃圾活化能为２７０３５ｋＪ／（ｍｏｌ·Ｋ）。

参 考 文 献

１　ＹａｎｇＹＢ，ＧｏｈＹＲ，ＺａｋａｒｉａＲ，ｅｔａｌ．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ｏｆＭＳＷｉｎｃｉ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ｎａｔｒａｖｅｌｌｉｎｇｂｅｄ［Ｊ］．Ｗａｓｔ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０２，２２（４）：３６９－３８０．

２　ＭｅｚｉａｎｅＳ，ＭｅｓｂａｈｉＮ．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ｄｉｆｆｕｓ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ｅｎｅｒｇｙｉｎｔｈｉｎｌａｙｅｒｄｒｙｉｎｇｏｆｏｌｉｖｅｐｏｍａｃｅ［Ｊ］．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ｏｏ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２，８（３）：１５５６－３７５８．

３　ＮｉｓｈｉｙａｍａＹ，ＣａｏＷ，ＬｉＢＭ．Ｇｒａｉｎｉｎｔｅｒｍｉｔｔｅｎｔｄｒｙｉｎｇ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ｂｙａ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ｍｏｄｅｌ［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ｏｏ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６，７６（３）：２７２－２７９．

４　ＢａｉｎｉＲ，ＬａｎｇｒｉｓｈＴＡＧ．Ｃｈｏｏｓｉｎｇａｎ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ｄｒｙ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ｉｎｔｅｒｍｉｔｔｅｎｔａｎｄ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ｄｒｙｉｎｇｏｆｂａｎａｎａ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Ｆｏｏ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７，７９（１）：３３０－３４３．

５　ＲｏｂｅｒｔｓＪＳ，ＫｉｄｄＤＲ，ＰａｄｉｌｌａＺａｋｏｕｒＯ．Ｄｒｙｉｎｇｋｉｎｅｔｉｃｓｏｆｇｒａｐｅｓｅｅｄ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ｏｏ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８，８９（４）：４６０－
４６５．

６　何新益，程莉莉，刘金福，等．苹果片变温压差膨化干燥特性与动力学研究［Ｊ］．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２，４３（５）：１３０－１３５．
ＨｅＸｉｎｙｉ，ＣｈｅｎｇＬｉｌｉ，ＬｉｕＪｉｎｆｕ，ｅｔａｌ．Ｄｒｙｉｎｇ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ｆａｐｐｌｅｓｌｉｃｅｓｂｙｅｘｐｌｏｓｉｏｎｐｕｆｆｉｎｇｄｒｙｉｎｇａｔ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２，４３（５）：１３０－１３５．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７　关志强，王秀芝，李敏，等．荔枝果肉热风干燥薄层模型［Ｊ］．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２，４３（２）：１５２－１５８．
ＧｕａｎＺｈｉｑｉａｎｇ，ＷａｎｇＸｉｕｚｈｉ，ＬｉＭｉｎ，ｅｔａｌ．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ｏｆｈｏｔａｉｒｄｒｙｉｎｇｏｆｔｈｉｎｌａｙｅｒｌｉｔｃｈｉｆｌｅｓｈ［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２，４３（２）：１５２－１５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８　李清海，张衍国，党文达，等．炉排 循环床复合垃圾焚烧炉中垃圾模拟干燥实验［Ｊ］．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８，
４８（５）：８２４－８２７．
ＬｉＱｉｎｇｈａｉ，ＺｈａｎｇＹａｎｇｕｏ，ＤａｎｇＷｅｎｄａ，ｅｔ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ｗａｓｔｅｄｒｙｉｎｇｉｎａｇｒａｔｅ—ＣＦＢｉｎｃｉｎｅｒａｔｏｒ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ｓｉｎｇｈｕ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８，４８（５）：８２４－８２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９　陈梅倩，陈允轩，贾力，等．马弗炉中高水分城市生活垃圾干燥过程的试验［Ｊ］．环境科学学报，２００８，２８（５）：９５１－９５５．
ＣｈｅｎＭｅｉｑｉａｎ，ＣｈｅｎＹｕｎｘｕａｎ，ＪｉａＬｉ，ｅｔ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ｄｒｙ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ｈｉｇｈ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ＭＳＷ ［Ｊ］．ＡｃｔａＳｃｉｅｎｔｉａｅ
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ｔｉａｅ，２００８，２８（５）：９５１－９５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０　陈梅倩，张衍国，蒙爱红，等．典型垃圾基元高温干燥过程的动力学特性［Ｊ］．工程热物理学报，２０１０，３１（１）：１３３－１３５．
ＣｈｅｎＭｅｉｑ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Ｙａｎｇｕｏ，ＭｅｎｇＡｉｈｏｎｇ，ｅｔａｌ．Ｋｉｎｅｔ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ａｄｒｙ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ｔｙｐｉｃａｌＭＳＷ ｍａｔｒｉｘａｔｈｉｇｈ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Ｔｈｅｒｍ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２０１０，３１（１）：１３３－１３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１　ＣｈｅｎＭＱ，ＣｈｅｎＹＸ，ＪｉａＬ．Ｋｉｎｅｔ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ｔｈｅｄｒｙｉｎｇｏｆｈｉｇｈ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ＭＳＷ［Ｊ］．Ｈｅａ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ｓｉａ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９，
３８（４）：２１６－２２２．

１２　ＣｈｅｎＭＱ，ＪｉａＬ，ＺｈａｎｇＴＴ．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ｅａ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ｄｕｒｉｎｇｄｒｙｉｎｇｏｆｔｙｐｉｃａｌ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ｓｏｌｉｄｗａｓｔｅｍａｔｒｉｃｅｓｗｉｔｈ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ｓｈｒｉｎｋａｇｅａｔｍｅｄｉｕｍ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Ｊ］．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Ｈｅａ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２０１２，２５（３）：２３８－２５３．

１３　ＣｈｅｎＭＱ，ＸｕＸＸ，ＪｉａＬ，ｅｔ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ｙｐｉｃａｌＭＳＷ ｍａｔｒｉｃｅｓａｔｍｅｄｉｕｍ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Ｊ］．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３，２００（５）：６２８－６３７．

１４　宋莉媛．城市生活垃圾干燥过程的数值模拟研究［Ｄ］．北京：北京交通大学，２００８．
ＳｏｎｇＬｉｙｕａｎ．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ｄｒｙ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ＭＳＷ ［Ｄ］．Ｂｅｉｊｉｎｇ：ＢｅｉｊｉｎｇＪｉａｏｔ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８．（ｉｎ

２１２ 农　业　机　械　学　报　　　　　　　　　　　　　　　　　２０１４年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５　孙振刚，马晓茜，卢苇．农产品加工剩余物焚烧过程的干燥热解特性研究［Ｊ］．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０１，３２（２）：４９－５１．

ＳｕｎＺｈｅｎｇａｎｇ，ＭａＸｉａｏｑｉａｎ，ＬｕＷｅｉ．Ｓｔｕｄｙｏｎｄｒｙｉｎｇａｎｄ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ｎｇ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ｉｎａｂｕｒｎ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ｒｅｓｉｄｕｅｓ
［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０１，３２（２）：４９－５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６　卢苇，马晓茜．热带城市垃圾典型组分的热解特性研究［Ｊ］．太阳能学报，２００２，２３（３）：３５７－３６０．
ＬｕＷｅｉ，ＭａＸｉａｏｑｉａｎ．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ｙｐ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ｗａｓｔｅ［Ｊ］．ＡｃｔａＥｎｅｒｇｉａｅＳｏｌａｒｉｓ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０２，
２３（３）：３５７－３６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７　王宝和．干燥动力学研究综述［Ｊ］．干燥技术与设备，２００９，７（１）：５１－５６．
ＷａｎｇＢａｏｈｅ．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ｄｒｙｉｎｇｋｉｎｅｔｉｃｓ［Ｊ］．Ｄｒｙ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２００９，７（１）：５１－５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８　ＳｈａｒａｆＥｌｄｅｅｎＹＩ，ＢｌａｉｓｄｅｌｌＪＬ，ＨａｍｄｙＭＹ．Ａ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ｅａｒｃｏｒｎｄｒｙｉｎｇ［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ＡＳＡＥ，１９８０，２３（５）：１２６１－
１２６５．

１９　ＬｅｗｉｓＷ Ｋ．Ｔｈｅｒａｔｅｏｆｄｒｙｉｎｇｏｆｓｏｌｉ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Ｊ］．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１９２１，１３（５）：４２７－４３２．
２０　ＢａｂａｌｉｓＳＪ，ＰａｐａｎｉｃｏｌａｏｕＥ，ＫｙｒｉａｋｉｓＮ，ｅｔａ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ｉｎｌａｙｅｒｄｒｙ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ｓｆｏｒｄｅｓｃｒｉｂｉｎｇｄｒｙｉｎｇｋｉｎｅｔｉｃｓｏｆｆｉｇｓ

（Ｆｉｃｕｓｃａｒｉｃａ）［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ｏｏ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６，７５（２）：２０５－２１４．
２１　ＰａｔｈａｋＰＫ，ＡｇｒａｗａｌＹＣ，ＳｉｎｇｈＢＰＮ．Ｔｈｉｎｌａｙｅｒｄｒｙ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ｒａｐｅｓｅｅｄ［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ＡＳＡＥ，１９９１，３４（６）：

２５０５－２５０８．
２２　ＳｅｎａｄｅｅｒａＷ，ＢｈａｎｄａｒｉＢＲ，ＹｏｕｎｇＧ，ｅｔａｌ．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ｓｈａｐｅｓｏｆ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ｏｎｄｒｙｉｎｇｋｉｎｅｔｉｃｓｄｕｒｉｎｇ

ｆｌｕｉｄｉｚｅｄｂｅｄｄｒｙｉｎｇ［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ｏｏ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３，５８（３）：２７７－２８３．
２３　ＭａｄａｍｂａＰＳ，ＤｒｉｓｃｏｌｌＲＨ，ＢｕｃｋｌｅＫＡ．Ｔｈｅｔｈｉｎｌａｙｅｒｄｒｙｉｎｇ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ｇａｒｌｉｃｓｌｉｃｅ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ｏｏ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１９９６，２９（１）：７５－９７．

Ｄｒｙｉｎｇ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Ｋｉｎｅｔ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Ｓｏｌｉｄ
Ｗａｓｔｅｉｎ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ＣｈｅｎＳｈｕ１，２　ＭａＸｉａｏｑｉａｎ１

（１．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ｏｗｅｒ，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５１０６４０，Ｃｈｉｎａ

２．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Ｚｈｏｎｇｋａ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５１０２２５，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ｄｒｙｉｎｇ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ｏｎ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ｓｏｌｉｄｗａｓｔｅ（ＭＳＷ）ｉｎ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ｗｅｒｅ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ｉｎａｉｒｄｒｙｏｖｅｎ，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ｄｒｙ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ｉｎｃｉ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ｎｄｒｙｉｎｇ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ＭＳＷ ｗａｓ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Ｓｅｖｅ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ｒｙ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ｓｗｅｒｅｆｉｔ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ｄａｔａ
ａｓ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ａｎｄ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ｄｖａｌｕｅ．Ｔｈｅｏｐｔｉｍａｌｄｒｙ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ｓｗｅｒｅ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ｔｏ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ｄｒｙ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ｄｒｙｉｎｇｔｉｍｅｗａｓｓｈｏｒｔ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ｍａｘｉｍｕｍ
ｄｒｙｉｎｇｒａｔｅ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ｗｉｔｈｔｈｅｈｉｇｈｅｒｄｒｙｉｎｇ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Ｔｈｅｄｒｙｉｎｇｔｉｍｅ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ｆｒｏｍ３２２ｍｉｎｔｏ
１０２ｍｉｎａｎｄｔｈｅｍａｘｉｍｕｍｄｒｙｉｎｇｒａｔ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ｆｒｏｍ０００９ｇ／（ｇ·ｍｉｎ）ｔｏ００２７ｇ／（ｇ·ｍｉｎ）ａｓｔｈｅ
ｄｒｙｉｎｇ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ｉｓｉｎｇｆｒｏｍ１００℃ ｔｏ１６０℃．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ｄｒｙ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ｃｏｕｌｄｂｅ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ｌｙｂｙｐａｇｅ，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ｐａｇｅａｎｄＷｅｉｂｕｌ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ｓ．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ｄｉｆｆｕｓｉｖｉｔｙｏｆＭＳＷ
ｃｈａｎｇｅｄｆｒｏｍ２２１２×１０－９ ｍ２／ｓｔｏ８０４４×１０－９ ｍ２／ｓｗｉｔｈｆｉｃｋ’ｓｄｉｆｆｕｓｉｖｉｔｙｍｏｄｅｌ．ＴｈｅＭＳＷ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ｅｎｅｒｇｙｏｆ２７０３５ｋＪ／ｍｏｌｗａｓ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ｔｈｒｏｕｇｈＡｒｒｈｅｎｉｕｓ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ｓｏｌｉｄｗａｓｔｅ　Ｄｒｙｉｎｇ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Ｄｒｙｉｎｇｍｏｄｅｌ　Ｄｉｆｆｕｓｉｖｉｔｙ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ｅｎｅｒｇｙ

３１２第 ４期　　　　　　　　　　　　　　陈姝 等：广州地区生活垃圾干燥特性与动力学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