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echnological process | 工艺技术

-101-中国化工贸易          2021 年 4 月

0 引言

近年来，我国煤化工企业发展迅速，以其非常复杂

的工艺及技术受到了人们广泛的关注。为了能够持续不

断地向化工区提供蒸汽，企业自备蒸汽锅炉是煤化工企

业发展中必不可缺的一部分。煤化工企业的蒸汽锅炉运

行方式大多是通过燃煤来进行的，这也导致蒸汽锅炉排

放出许多化合物，指对环境造成污染，如：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粉尘、其他混合物等等。

为了避免蒸汽锅炉排放出更多的化学物质，实现污

染防治目标，促进煤化工企业可持续发展，相关环保部

门规划了一系列的减排措施，例如：在每年冬夏两季都

对排放量及产量进行合理控制。其次，煤化工企业自身

也要采取相关的控制措施，提升自身的环保意识，企业

既要保证排放的污染物达到相关标准又要避免排放浓度

过大。本文主要探讨了煤化工蒸汽锅炉减排技术的现状、

煤化工蒸汽锅炉减排技术应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煤化

工企业蒸汽锅炉节能减排技术的完善措施，希望以上内

容能对相关领域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帮助。

1 煤化工蒸汽锅炉减排技术的现状

我国煤化工企业不断发展，工业锅炉也有了进一步

发展，一定程度上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但是在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同时，能源浪费的情况日益

凸显，对周围环境的影响也日益增加。现阶段，我国煤

化工企业在该方面的技术研究较薄浅，目前处于高能耗、

资源浪费阶段，这也为节能减排工作增加了新的挑战与

难度。

目前，国内外许多学者都非常关注自备蒸汽锅炉的

节能减排技术，也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尤其是对蒸汽

锅炉所排放化学污染物的控制措施进行了深入分析，其

主要是通过对技术的创新与改造，通过蒸汽锅炉实际的

运行方式进行调整，从而实现节能减排技术。

2 煤化工蒸汽锅炉减排技术应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2.1 没有完善的技术体系

目前，我国煤化工企业中没有完善的技术管理体系

与标准，这也导致在选择锅炉的过程中，购买人员只考

虑生产量，大部分都会选择功率较大的锅炉，经常会出

现大材小用的情况，更是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能源的浪费，

而且功率较大的锅炉，在运行过程中排放的污染物也会

有所增加，这对周围环境造成了一定的威胁。

2.2 未达到完全燃烧

煤化工企业中的自备蒸汽锅炉大部分属于燃煤锅

炉，也就是说煤炭的使用率直接影响着能源利用率。所

以，燃料煤材料的质量直接影响着燃煤锅炉的使用率。

当然，不同企业需要的燃料煤种类不同所选取的煤种也

不同，如：在工业领域中经常使用的层燃锅炉，在实际

运行中，经常会出现燃烧效率低，炉内传热不强，不完

全燃烧热损失大，灰渣含碳量较高，造成浪费，燃烧效

率通常只有 65% 左右。

2.3 没有完善的节能减排系统

在自备蒸汽锅炉的实际运行过程中，许多企业都会

忽略装置运行对环境的影响，只单单将锅炉排放的污染

物浓度控制在排放标准内，对于节能减排工作没有完善

的管理制度，这就导致自备蒸汽锅炉排放的污染物浓度

只是刚刚到标准线。其次，煤化工企业中的节能减排体

系不完善，也就是说没有办法找到可行的处理污染物的

方法。由于部分煤化工企业缺乏节能减排环保意识，经

常出现一些煤化工企业不愿安装除尘、脱硫、脱硝等环

保设备的情况，这也导致这些企业的自备锅炉所排放的

污染物浓度过高，对周围环境与身体健康造成严重威

胁。

2.4 煤质不达标

煤是我国稀缺资源，也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随着

煤炭开采规模不断扩大，部分区域开采出的煤质量不达

标。而传统层燃锅炉煤适应性差，只适宜燃用发热量

5000 大卡以上的烟煤，煤质不达标会进一步降低传统层

燃锅炉的燃烧效率。

3 煤化工企业蒸汽锅炉节能减排技术的完善措施

3.1 加强锅炉设备的创新与优化

对于我国煤化工企业蒸汽锅炉所排放的污染物进行

总量控制，合理排放。想要提升燃煤的利用率，就必须

对锅炉设备进行创新与改造，如：设备出现故障时应及

时进行维修或更换，促使设备能够正常运行，从而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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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耗。具体方法如以下几点：

①引进新技术、创新新技术，对煤粉锅炉的燃烧器

进行低氮改造；

②对配风系统进行改造，引入二次风系统，进一步

降低排放。

3.2 开发利用富氧燃烧技术

为了减少蒸汽锅炉污染物的排放量，开发利用富氧

燃烧技术对煤化工企业具有重要意义。富氧燃烧简单来

说就是提供比空气中更多的氧气，使得燃料燃烧更加充

分，燃料的分子在燃烧的时候更加活跃，与氧气结合的

更加紧密彻底，从而释放更多的热量。通过对高浓度的

二氧化碳气体的捕集，能够实现节能减排目标。

3.3 减少汽水损失率

凝结水损失与蒸汽损失俗称为汽水损失。汽水损失

是一种技术经济指标，汽水损失包括阀门泄漏损失、管

道损失、排汽损失等等。可以通过管理措施来控制汽水

损失率，从而提高资源利用率，实现节能减排，另外一

方面，管道管理措施的加强有利于减少汽水损失率，可

以从根本上保障汽水损失，提供生产的效率，增加相关

企业的收益。

3.4 提升燃烧率

在煤化工厂实际运行过程中，应适当调整空气系数，

这样不但能够让燃料充分燃烧，也可以减少经济损失，

从而实现节能减排标准。

3.5 采用正确的清洁燃烧技术

现代的煤化工企业大多都采用节能生产模式。煤化

工企业应根据实际的运行状况采用正确的清洁燃烧技

术，从而促使节能减排工作顺利开展。正确的使用不仅

可以促使煤燃料燃烧的更全面，还可以减少锅炉的污染

物排放程度。

3.6 加强操作人员专业技术能力

煤化工企业操作人员的专业技术能力与综合素质能

力直接影响着煤化工企业的发展，招聘综合素质能力较

强的技术人员对煤化工企业有着重要作用。因此应加强

对在岗操作人员的培训，招聘综合素质能力较强的技术

人员，较高素质的专业人员能够在设备出现故障时及时

发现并进行处理措施等，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设备的运

行，促进了企业的发展。

3.7 引进新技术、推进新标准

可以通过超低排放改造技术来降低锅炉排放的污染

物浓度，使得所排放的污染物达到相关环保标准。其次

应在煤化工企业中引进新技术、推进新标准，完善相关

措施，实现蒸汽锅炉超低排放的目标，另外一方面，新

技术引进的同时也要注意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要引进

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新技术和新标准，在借鉴他人优秀经

验的同时，也要积极的对自身的技术进行创新和发展。

4 结语

通过以上我们可知：随着我国所颁发的环保排放标

准逐渐完善，也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煤化工企业的发展。

节能、安全排放是煤化工企业一直追求的目标。目前煤

化工企业蒸汽锅炉管理的主要方向就是大力推进节能减

排技术与减排措施。

本文主要讲述的是煤化工企业蒸汽锅炉减排技术进

展研究，其中对煤化工企业蒸汽锅炉减排技术的现状进

行了简要的分析，并对煤化工蒸汽锅炉减排技术应用过

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如：没有完善的技术

体系、未达到完全燃烧、没有完善的节能减排系统、煤

质不达标，且提出了相关的完善措施（加强锅炉设备的

创新与优化、没有完善的节能减排系统、加强操作人员

专业技术能力、引进新技术、推进新标准、开发利用富

氧燃烧技术）等等，希望以上内容能对读者有所帮助 ,

希望以上内容对相关领域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和支撑，

同时也希望煤化工的减排技术在未来有更好的发展和前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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