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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气化技术在发展过程中，基于现有的技术情况，

通过对 Shell 煤气化技术、GSP 气化技术、HT-L 煤气

化技术以及两段式干粉气化技术等技术深入研究，能

够实现煤气技术设备的优化改造，实现煤炭资源高效利 

用，为社会相关行业提供驱动力。

1 我国煤气化技术现状
1.1 固定床气化技术

我国煤炭能源较为丰富，推动了煤气化技术的快速

发展。在当前很多产业都以煤炭能源为主要动力或者生

产能源，造成了煤炭资源日益紧张的局面。加强煤气化

技术的研究，将提高煤炭能源利用效率列为核心目标，

从而可以缓解煤炭资源使用方面面临的压力。在煤气化

技术研究中，目前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固定床气化

技术，是将煤炭资源进行加压处理，提高煤气化转化效

率，煤气化后的煤炭能源不仅稳定性得以显著提升，而

且在能量供应方面也呈现出明显的优势。固定床气化技

术方面，需要提高气化温度使煤炭气化更加完全。该技

术工艺可达到温度最高值在 1250℃左右，在这个温度下

对煤炭进行气化处理时，对于气化技术所需的氧气量可

以大大压缩，因此工艺技术目标更容易实现。在固定床

气化技术实施中，还需要对煤炭气化余渣进行处理，在

排渣时一般可以与气化技术同时进行。固定床气化技术

中，余渣量非常小，绝大部分煤炭都已经气化成为煤气，

在为城市进行燃气供应时，单位煤气所产生的热量较之

普通煤炭要高很多，所以大大提高了燃气供给能力。

1.2 气流床气化技术

气流床气化技术是利用水煤浆方式，对煤炭资源加

以气化处理的工艺。这种技术以气流床气化锅炉为核心，

将粉煤原材料投入到锅炉中后，基于锅炉内部的喷嘴结

构，可以向锅炉内部气化空间中喷入干煤粉。干煤粉在

锅炉中经过加压工艺，能够有效转化为煤气状态。气流

床气化处理中，需要控制好干煤粉喷出的速度和体量，

这些因素会直接影响到气化效果。如果喷入锅炉的干煤

粉速度过快，气化工艺提供的压力无法在短时间内将干

煤粉都气化完成，就会增加煤渣量，降低气化效率和质

量。干煤粉作为气流床气化工艺的对象具有一个明显的

优势，就是干煤粉以粉状形态存在，增加了与氧气的接

触面积，从而保证了气化的完全性，但如果单位时间喷

入锅炉内部的干煤粉量过大，锅炉燃烧压力就会增加，

使得煤粉和气化添加剂等无法充分融合，降低气化效 

果。在气流床气化技术方面，需要注重对干煤粉喷入过

程的严格控制，能够在锅炉内部形成有效的压力气流来

强化气化反应。

1.3 流化床气化技术

流化床气化技术中，要注重合成氨等气化辅助材料

与煤炭的结合情况。流化床气化中，气化的主要因素来

源于这些辅助材料。在流化床气化锅炉方面，要将温度

控制在较高水平，这样可以使煤炭在高温加压下更好地

完成气化过程。流化床气化工艺中要选择适当的煤炭类

型，一般以燃烧性较好的褐煤作为主要气化的原料煤。

流化床气化技术的一个显著优势，就是对煤炭中含有的

灰尘等杂质含量没有特殊要求，绝大多数煤炭在锅炉燃

烧和加压处理下，都可以很好地完成煤气转化。在气化

处理过程中，温度需要保持在 1000℃左右，这样能够使

煤炭较好地与合成氨等辅助燃料共同反应。

2 我国煤气化技术发展趋势
2.1 Shell 煤气化技术

在煤气化技术发展中，需要结合现有的煤气转化技

术进行分析。煤气化处理工艺中，Shell 煤气化技术是气

化技术的主要基础。Shell 煤气化技术发展历史较为悠 

久，从技术层面上分析，该技术已经具有较好的成熟

性，并能够广泛运用于不同的煤气锅炉使用中。在 Shell

煤气化技术优化和改进中，需要从该技术使用时对煤炭

预处理等角度进行研究。由于在煤气化技术中，煤炭含

水量会对气化效果产生较大影响，在过去的气化处理前

都需要对煤炭进行预干燥，这个过程会延长煤气化的时 

间，而且预干燥虽然能够有效降低煤炭中的含水比例，

但是在气化时由于燃烧中需要加入石油焦等助燃材料，

会增加煤气化过程的锅炉运行压力。在 Shell 煤气化技

术发展中，需要提高煤气技术适应性，并强化技术处理

的可靠性。在锅炉长期运行状态下，从煤炭等要素角度

进行研究分析，基于目前 Shell 煤气化技术应用中的不

足之处，可以进行优化设计。对于煤气锅炉可以优化结

构，将煤炭干燥与煤炭气化同时进行。一般锅炉中会连

续进行煤炭原料的投入，这就给干燥处理提供了条件。

在锅炉中可以形成一个处理流程，煤炭在传输至锅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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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区域前就可以完成干燥，这样不会额外增加煤气处理

的时间，而且水量控制也可以较好把握。在 Shell 煤气

化技术方面，通过将褐煤在投入锅炉到加压气化这个阶

段中，以锅炉高温为基础可以将水分很好地蒸发。对于

锅炉中需要使用石油焦提高燃烧和气化效率这个问题，

也可以基于 Shell 煤气化技术优化措施，利用煤炭燃烧

过程中产生的一氧化碳气体，在加压气化的同时收集一

氧化碳并重新循环到燃烧放热处理阶段，这样不仅能够

降低煤气处理成本，也能够降低锅炉运行压力。

2.2 GSP 气化技术

煤气化技术方面需要基于气体加压处理来提高煤气

在转化率，在 GSP 技术应用中，需要解决煤炭气化中对

于干煤粉进行清除杂尘的问题。由于在锅炉中喷入干煤

粉时，如果煤粉中灰尘杂质较多，就会严重影响到气化

反应。干煤粉杂质处理一直困扰着煤气化技术的应用。

基于 GSP 技术，针对于煤粉物质流动时对气化效果造成

的干扰，可以通过对锅炉喷嘴进行改良等方式解决。在

锅炉喷嘴部位可以增加一个清洁器，该清洁器处于喷嘴

的煤粉入口部位。干煤粉在加压气化之前，经过清洁器

时会进行过滤，从而保证了干煤粉能够较好地实现气化

效果。

2.3 HT-L 煤气化技术

煤气化技术方面，还积极利用航天工艺对粉煤进行

气化效果的改良。在 HT-L 煤气化技术支持下，粉煤在

进入锅炉后会经过一个加热和冷凝的循环过程，该过程

可以使没有充分气化的煤粉被重新加压。煤粉加热气化

后，如果还存在未经过气化的残留物质，通过冷凝过程

可以使其重新转化为煤粉状态，并通过锅炉内部结构循

环到加热加压的气化阶段之前，重新通过气化处理过

程，这样可以大大提高煤气化的效率，降低煤渣量。在

HT-L 煤气化技术方面，一般需要使用一些燃料附加剂，

除了合成氨之外，可以通过甲醇、烯烃等材料的结合，

使得煤炭气化率可以提高。在 HT-L 煤气化技术实施中

借助附加燃料，也可以提高锅炉气化的稳定性，并降低

锅炉承受的气化压力。在小锅炉煤气处理中，这种技术

应用前景非常好，可以改变小锅炉一次投入煤量受限的

情况。

2.4 两段式干粉气化技术

在煤气化处理技术中，通过融入两段式干粉气化理

念，可以改变传统气化处理只能在锅炉单一区域完成的

限制。两段式干粉气化技术，是在气化处理中通过对锅

炉结构的改良，划分出两个区间分别用于两段气化处理

需求。由于这种技术方式下，气化阶段增加，因此煤炭

投入口也要相应增加。干煤粉在投入到锅炉中时，经过

锅炉内部加压处理进行了最初阶段的气化。锅炉中增加

的煤气收集器，将煤气与煤渣可以进行有效分离。煤气

以气体状态在锅炉中可以从底部升到中部，这时在煤气

中继续喷入煤粉，可以有效利用到煤气自带的热量，如

蒸汽等，可以为后续的干煤粉气化提供支持。煤气在锅

炉中完成一次气化后，会回流到锅炉循环冷流管中，煤

气冷凝后可以继续进行加工生产，可以形成一些煤气产

品，如氢气等，给工业生产提供助力。

3 结束语
我国煤气化技术的发展影响到煤气能源利用效率，

在研究煤气技术的过程中，需要结合目前社会对于煤气

能源的需求情况进行完善和改进。煤气技术发展趋势是

从技术层面进行考虑的，通过对现有的煤气锅炉以及加

压气化流程等进行优化，能够使煤气化水平显著提升，

为社会提供更加充沛的煤气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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