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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等照度曲线圈 

绿色照明节能的条件，通过取得综合的经济效益，来推广绿色照明工程 

在工业场所的应用，从而进一步促进工业的正常安全生产，节约清洁能 

源，保护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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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结语 

综合上面述说从近些年解剖变压在变压器静态的理论设计基础下 

而采选的电磁线，与实际运行当中作用在电磁线上的应力差异比较大。 

而导致变压器故障的缘由还有很多，并且复杂，它不仅涉及到原材料质 

量、结构设计还和运行工况、工艺水平等因数，除了电磁线的正确选用 

是主要环节外还有很多要注意的，为了减少变压器故障的状况出现，必 

须严格把手每一个环节，避免短路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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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流格栅作为选择性催化还原(SCR)脱硝系统中控制催化剂层上 

方烟气速度矢量方向的功能组件，起到避免与竖直流通方向成交大角度 

的高速烟气冲蚀催化剂层和防止烟气中飞灰颗粒物损伤催化剂层的重 

要所用。采用三维计算流体力学仿真工具，对与烟气速度矢量方向控制 

密切相关的整流格栅结构进行优化设计I 。 

3．2．4吹灰器的设计 

蒸汽吹灰和声波吹灰在SCR反应器的催化剂上皆有应用，在国内 

声波蒸汽吹灰的使用 (特别是在锅炉)时间很长，经验较多，声波吹灰器 

近年逐渐运用的产品。声波吹灰器吹灰强度比蒸汽吹灰器略小，但声波 

吹灰器吹灰吹扫频率高得多，不过总能耗仍然是比较低的。考虑到煤质 

的多变性，建议反应器同时配置有蒸汽吹灰器和声波吹灰器，运行时可 

以声波吹灰为主，蒸汽吹灰为辅。尤其是蒸汽吹灰器在设计支架时要尽 

量避免因为反应器的高温形变造成的支撑运行难题。同时合理安排吹 

灰器的运行周期可以使催化剂积灰量处于稳定的低水平。 

3．2．5 CFD数值模拟与物理模型试验 

由于近几年脱硝项目日益增多，很多火电厂从节约成本考虑，只要 

求做CFD数值模拟，而忽略了物理模型试验，这点对以后施工中出现的 

尤其是和流场相关的导流板等问题不能及时发现并解决，这点在设计 

和施工安装时要极力避免出现此类问题。 

3．2．6烟道及SCR反应器的设计 

烟道及反应器是SCR脱硝装置的核心设备，催化剂以单元模块形 

式叠放在若干层托架上，不再在反应器之中。 

反应器大小和位置主要是根据现场条件及催化剂流速要求进行设 

计，设计师一定要注意密封，防磨和抵抗应力的要求，尤其是现在很多 

火电厂要求的设计温度很高，对反应器和烟道应力有很大的影响，这点 

在设计时一定要注意，另外在反应器出口要尽量做成不易积灰的形式， 

实现与外界的隔热，另外设计时要考虑施工空间【4】。烟道及反应器的合 

理设计可以有效的减少催化剂的堵塞和磨损。 

3．2．7其他建议 ‘ 

施工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脱硝反应器的施工质量，特别是防止漏雨， 

如果漏雨将会导致反应器内部形成严重的低温腐蚀，并损坏催化剂； 

对于脱硝催化剂的安装，在施工前一定要认真熟悉施工图及厂家 

资料，一旦．安装完毕后发现问题，要整改非常困难，非常耽误工期，安装 

前一定要注意； 

对于压力容器，严禁出厂到场后在罐体上进行焊接。 

4．结柬语 

在进行火力发电厂SCR烟气脱硝设计的时候，可以借鉴发达国家 

或则国内设计后运行比较好的电厂的设计经验来进行合理优化设计，针 

对各个火电发电厂的特点及燃煤特性，以便做出更合理更加优化同时适 

应性更强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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