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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工业炉窑生产中产生的大量高温含尘气体携带了大量的余热余能，若能得到合理回收利用，
将创造巨大的经济价值和环保价值，因此，对高温气体净化除尘是一项实现资源合理利用和环境保护

的关键技术。 新型的金属多孔材料凭借良好的耐温性、机械性能和导热性等，在高温烟气除尘方面具

有很好的适用性和优越性。 选择金属丝网除尘器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试验和数值模拟相结合的方法，
探究除尘器进口气流流量、气流含尘浓度、气流入口温度对于除尘系统压降的影响规律。 结果表明，
系统压降随着进口空气流量的增大而升高，当进气流量从 ０．４ Ｎｍ３ ／ ｈ 增加到 ３４．３ Ｎｍ３ ／ ｈ 时，压降从

１２．６ Ｐａ 迅速升高到 １ ９８９ Ｐａ，通入含尘气体产生的系统压降要高于通入相同流量的洁净空气产生的

系统压降，压降随着含尘浓度的增加有上升趋势，但含尘浓度大于 ５３ ｇ ／ ｍ３ 时，压降反而下降。 进气

温度越高，系统平均压降越高，进气温度从 １３ ℃上升到 ２０２ ℃时，压降从 ５２０．５ Ｐａ 上升到 ９４１．５ Ｐａ。
系统压降与出口温度的模拟结果与试验结果吻合较好。 对于进气温度较低（＜３００ ℃）的工况条件，
除尘器的系统压降主要来自于金属丝网滤袋的表面压降；当温度上升后，压降上升很快，当温度为

６００ ℃时，系统压降在 ３ ０００ Ｐａ 左右，远高于滤袋表面压降，这时需要考虑除尘器结构压降带来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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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工业炉窑产生大量高温含尘气体，含有大量物

理显热、化学潜热、动力能等余能余热，未得到有效

利用，如转炉炉气温度高达 ８００ ～ １ ０００ ℃，采用喷

水 ／水雾降温除尘，炉气显热完全浪费［１－２］。 转炉炉

气中夹带的烟尘主要成分为 ＦｅＯ，占 ６０％以上，可见

转炉烟尘是含铁量很高的精矿粉。 顶吹转炉炉气中

的烟尘量占金属装入量的 ０．８％ ～ １．３％，一般炉气

（标态）含尘量为 ８０ ～ １２０ ｇ ／ ｍ３，灰尘颗粒直径大于

１０ μｍ 的约占 ７０％［１］。 在转炉全干法炉气显热回

收等工业应用中，由于高浓度灰尘易引起换热器堵

塞，因此高温气体除尘是煤气净化与余热利用的技

术关键［３－６］。
高温除尘技术包括旋风除尘技术、颗粒层过滤

除尘技术、陶瓷过滤技术和金属多孔过滤技术

等［３－８］。 旋风除尘技术利用含尘气体作旋转运动，
在离心力的作用下将气固分离。 虽然旋风除尘器结

构简单，压降适中和运行成本低，对于粒径较大的粉

尘具有良好的捕捉效果，但对于粒径小于 ５ μｍ 的

粉尘捕捉效果较差［３］。 颗粒层过滤除尘技术利用

一些耐高温、耐腐蚀的材料形成颗粒过滤层，当含尘

气流穿过颗粒层时，在重力沉降、静电吸附和惯性碰

撞等作用下进行颗粒分离。 固定床颗粒层过滤除尘

的清灰过程复杂，不适用连续生产，因此发展出流化

床和移动床等方式，但除尘效率有一定下降［４］。 陶

瓷过滤技术利用自身多孔性进行阻挡式除尘，陶瓷

过滤器具有很好的耐温和抗腐蚀性能，可抗 ７００ ℃
以上的高温，除尘效率较高［５－６］，烟气出口含尘浓度

可以控制在 １０ ｍｇ ／ Ｎｍ３ 以下，但陶瓷韧性差，过滤

元件易损易裂，延展性、抗热震性有待进一步提高，
除尘器的结构连接困难、价格较高。 烟气处于高温

状态时，气体黏性变大，细颗粒团聚现象减小，微粒

分离难度大大提高。 金属过滤器具有良好的耐温性

和优良的机械性能，韧性和导热性好，孔隙率高且分

布均匀，具有良好的气体渗透性，在高温除尘过滤方

面具有很好的适用性和优越性［７－１３］。 但金属材料在

高温下易受氧化、腐蚀影响，因此开发新型的合金材

料和提升烧结技术有利于增强金属多孔过滤除尘器

的稳定、高效运行。
近年来，国内外大力开展高性能金属过滤材料

的研究，尤其是耐高温、耐腐蚀且性能优良的金属过

滤材料的开发［１０－１１］。 比利时 Ｂｅｋａｅｒｔ 公司研发了

３１６Ｌ 不锈钢纤维微米过滤管，过滤精度达到亚微米

级水平。 日本 Ｎｉｃｈａｄｉａ 公司研发的高精度烧结金属

丝网滤材，过滤等级接近 ０．２ μｍ［１０］。 我国在烧结金

属多孔材料方面研究较多，特别是在钛材、不锈钢的

粉末烧结微孔制备和紧密丝网微孔烧结技术方面，
处于国际先进行列［１０－１１］。 安泰科技公司开展 ３１０Ｓ
烧结金属丝网高温煤气除尘的中试研究，试验温度

５８０～６２０ ℃，净化后煤气的含尘量达到 １０ ｍｇ ／ Ｎｍ３

以下，过滤效率达到 ９９．９％［１１］。
在袋式除尘器研究方面，Ｃａｇｎａ 等［１４］ 采用 ＣＦＤ

软件模拟了滤袋内气体的二维流动特性，得到了滤

袋上的粉尘沉积对滤袋平均阻力损失的影响。 高晖

等［１５］对袋式除尘器的整个流场进行模拟，得到了不

同处理风量和不同过滤介质表观渗透率条件下滤袋

过滤速度和颗粒沉积量的分布特性，并给出袋式除

尘器结构的改进方向，减少不合理涡流、回流的

产生。
在高温气体净化除尘技术中，金属过滤净化除

尘技术通过高温过滤介质实现气固分离，达到气体

净化和资源回收的目的，可以最大程度地利用气体

的物理显热和化学潜热，提高能源利用率［１６－１７］。 除

尘器压降变化是其工作的重要特性［１８］，本文通过试

验研究与数值模拟，获得了不同工况下烧结金属丝

网除尘器的压降变化特性，明确了除尘器风量、灰尘

浓度和温度因素对除尘系统压降的影响规律，为金

属袋式除尘器的研发提供理论支撑。

１　 试　 　 验

１ １　 试验系统

烧结金属丝网除尘器试验系统流程如图 １ 所

示。 给粉器采用 ＳｉＯ２ 粉末作为尘源，粒径约为 １．３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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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ｍ，模拟烟气中的微细灰尘。 氮气通过发尘容器入

口处的金属丝网进入粉尘层，对粉尘进行雾化。 试

验时控制氮气流量，将其与经过加热炉升温后的空

气混合，进入金属丝网除尘器。 含尘气体进入除尘

器腔体后，经由金属丝网表面过滤，粉尘颗粒沉降在

滤袋表面，净化后的气体由滤袋上方的出口流出。
经过除尘器的气流再次通入盛水容器，吸收离开除

尘器的灰尘。

图 １　 试验系统流程

Ｆｉｇ．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

除尘器壳体一侧有圆形进气口，丝网套装在支

架上，支架固定在过滤器壳体顶部，除尘器丝网直径

为 １００ ｍｍ，高度为 ２６０ ｍｍ，孔隙为 ５ μｍ，具体结构

如图 ２ 所示。

图 ２　 金属丝网除尘器

Ｆｉｇ．２　 Ｍｅｔａｌ ｗｉｒｅｍｅｓｈ ｄｕｓｔ ｃｏｌｌｅｃｔｏｒ

１ ２　 试验过程

试验时分别调节进口气流流量、灰尘浓度、气流

温度等，待工况稳定后，压力采集板每 １ ｓ 采集一次

除尘器进出口的压差信号，获得系统压降。 分别监

测金属丝网除尘器在气流清洁和含灰状态下的压

降，研究系统压降与进气流量、灰尘浓度、气流温度

的关系。 同时，采用脉冲阀每隔 ５ ｍｉｎ 开启一次压

缩空气控制阀，对金属丝网滤袋进行反吹清灰（５
ｓ），监测 ４～６ 个周期内系统压降的变化规律，研究

反吹过程中的除尘器压降变化特性。

２　 试验结果与分析

２ １　 进气流量的影响

测量室温下不同流量的洁净空气通过除尘器

后，系统压降的变化规律。 试验时，关闭氮气通道与

加热器，只改变风机的气体流量，具体工况见表 １。
表 １　 不同工况下的进气流量

Ｔａｂｌｅ １　 Ｉｎｌｅｔ ａｉｒ ｆｌｏｗ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工况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进气流量 ／

（Ｎｍ３·ｈ－１）
０．４ ９．２ １３．４ １８．６ ２１．７ ２３．３

工况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进气流量 ／

（Ｎｍ３·ｈ－１）
２６．０ ２９．２ ３０．８ ３２．８ ３４．３

　 　 采集板每 １ ｓ 采集一次压差信号，输出电流信

号。 洁净空气通入除尘器后，系统压降迅速升高，在
平衡值附近波动，将采集到的压降 ΔＰ 平均化后与

进气流量 Ｑｉｎ绘制成图 ３。 由图 ３ 可知，压降随着进

口空气流量的增大而升高，进气流量越大，系统压降

升高得越快。 进气流量为 ０ ～ ２５ Ｎｍ３ ／ ｈ 和 ２５ ～ ３５
Ｎｍ３ ／ ｈ 时，系统压降与进气流量近似呈线性相关，
但后者斜率更大，即在大流量范围内，随着进气流量

的增加，系统压降升高更快，这是由于压降损失与速

度平方存在正相关关系。

图 ３　 洁净空气下除尘器的系统压降

Ｆｉｇ．３　 Ｓｙｓｔｅｍ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ｄｒｏｐ ｏｆ ｄｕｓｔ ｃｏｌｌｅｃｔｏｒ ｆｏｒ ｃｌｅａｎ ｇａｓ

压降随着进口空气流量的增大而升高，进气流

量越大，系统压降升高的越快。 进气流量为 ０ ～ ３４
Ｎｍ３ ／ ｈ 时，系统压降与进气流量近似呈线性相关，
但后者斜率更大，即在大流量范围内，随着进气流量

的增加，系统压降升高更快，这是由于压降损失与速

度平方存在正相关关系。
２ ２　 进气含尘浓度的影响

保持进口总气体流量为 １０．６ Ｎｍ３ ／ ｈ，温度不变

的情况下，只调整氮气所携带的含尘量，具体工况见

表 ２。 试验中，每隔 ５ ｍｉｎ 用压缩空气进行反吹清

灰，并监测 ４～ ６ 个周期内系统压降的变化规律，得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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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不同进气含尘浓度对应的系统压降随时间变化

情况。
表 ２　 不同工况下的含尘浓度

Ｔａｂｌｅ ２　 Ｄｕｓｔ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工况 １ ２ ３ ４

含尘浓度 ／

（ｇ·ｍ－３）
１０．４ １６．１ ２３．５ ５３．１

　 　 工况 １（表 ２）的系统压降随时间变化如图 ４ 所

示。 可知图 ４ 有明显的周期性，且每个周期内曲线

震荡的幅度较大，这是由于脉冲清灰导致的系统压

降周期性震荡。 每个清灰周期内，系统压降在震荡

中呈逐渐上升的趋势，为了更清晰分析系统压降的

变化趋势，在振荡曲线的基础上绘出曲线的最大和

最小值的包络线。 取 ４ 个工况包络线上对应数据点

的平均值，绘制系统平均压降随时间的变化曲线。

图 ４　 工况 １ 对应的系统压降随时间变化

Ｆｉｇ．４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ｓｙｓｔｅｍ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ｄｒｏｐ ｗｉｔｈ
ｔｉｍｅ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含灰气流下除尘器的系统压降如图 ５ 所示，可
知通入含尘气体后，系统压降快速升高，经历时间间

隔 ５ ｍｉｎ 后，压缩空气反吹清灰，持续时间为 ５ ｓ，此
阶段内系统压降迅速下降，清灰结束后，系统压降重

新升高，如此往复。 但由于清灰后滤袋不能完全恢

复到清洁状态，因此清灰结束时系统内存在残余压

降，且残余压降不断增加。 系统最大压降也呈上升

趋势。

图 ５　 含灰气流下除尘器的系统压降

Ｆｉｇ．５　 Ｓｙｓｔｅｍ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ｄｒｏｐ ｏｆ ｄｕｓｔ ｃｏｌｌｅｃｔｏｒ ｆｏｒ ｄｕｓｔｙ ｇａｓ

进气含尘浓度对系统压降的影响也较大，由于

颗粒吸附或沉降在滤袋表面，使滤袋孔隙率减小，易

导致系统压降升高，因此进气含尘浓度较小时，系统

平均压降基本随进气含尘浓度的增大而升高。 而进

气含尘浓度升高到 ５３ ｇ ／ ｍ３ 附近时，系统平均压降

反而有所下降，这可能是由于粉尘浓度增大，使滤袋

表面已经吸附的粉尘层厚度增加并产生脱落，从而

使滤袋表面的孔隙率增大导致。
２ ３　 进气温度的影响

保持 进 气 流 量 １０． ５ ｍ３ ／ ｈ， 含 尘 浓 度 为

２５．３ ｇ ／ ｍ３，只改变进气温度，具体工况见表 ３。
表 ３　 不同工况下的进气温度

Ｔａｂｌｅ ３　 Ｉｎｌｅｔ ａｉ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工况 １ ２ ３ ４ ５

进气温度 ／ ℃ １３ ４３ ８４ １４１ ２０２

　 　 工况 １（表 ３）的系统压降随时间变化如图 ６ 所

示。 可知系统压降随时间变化的曲线呈周期性振

荡，脉冲阀每隔 ５ ｍｉｎ 进行一次反吹清灰，使系统压

降迅速降低，清灰结束后，系统压降重新升高，如此

往复，系统压降振荡上升，结果与图 ４ 类似。 在压降

振荡曲线的基础上绘出曲线的最大和最小值的包络

线。 同样取 ５ 个工况包络线上对应数据点的平均

值，绘制系统平均压降随时间的变化曲线，如图 ７
所示。

图 ６　 工况 １ 系统压降随时间变化

Ｆｉｇ．６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ｓｙｓｔｅｍ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ｄｒｏｐ ｗｉｔｈ
ｔｉｍｅ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图 ７　 不同进气温度对应的系统平均压降随时间变化

Ｆｉｇ．７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ｓｙｓｔｅｍ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ｄｒｏｐ ｗｉｔｈ
ｔｉｍｅ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ｌｅｔ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由图 ７ 可知，相同进气含尘浓度和进气速度的

条件下，进气温度越高，系统平均压降越高，且进气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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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越高，压降增大的趋势越明显。 分析认为，进气

温度升高导致气体密度减小，动力黏度增大，颗粒在

滤袋表面的黏附性增强，导致滤袋表面孔隙率减小，
滤袋表面压降升高。 而除尘器系统压降主要来自于

滤袋表面压降，因此系统压降也随着进气温度的升

高而增大。
统计 ３ 次脉冲清灰周期后系统压降最大值和出

口气体平均温度随进气温度的变化特性，将其绘制

成图 ８。 可知进气温度从 １３ ℃上升到 ２０２ ℃时，压
降从 ５２０．５ Ｐａ 上升到 ９４１．５ Ｐａ。 系统压降在进气温

度较低时上升比较缓慢，随着进气温度的升高，系统

压降的上升速度也加快。 图 ８ 还给出除尘器出口气

体温度的变化情况，出口气体的平均温度与进气温

度呈明显的线性关系。 随着进气温度的升高，出气

温度增大，但进出口气体的温度差也明显增大，说明

气体的热量损耗增大。

图 ８　 系统压降最大值随进气温度的变化

Ｆｉｇ．８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ｓｙｓｔｅｍ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ｄｒｏｐ
ｗｉｔｈ ｔｉｍｅ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ｌｅｔ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３　 数值模拟结果

３ １　 物理模型与计算方法

由于受试验条件限制，试验时气流温度只达到

２００ ℃左右，而实际工业炉窑的高温气体可以达到

５００ ℃以上，因此采用 ＣＦＤ 软件对于金属丝网除尘

器进行了数值模拟。 根据图 ２ 加工的金属丝网除尘

器试验装置，对其进行网格划分，如图 ９ 所示。 丝网

及进气口、出气口均采用结构化网格，过滤器壳体采

图 ９　 滤袋除尘器的三维模型

Ｆｉｇ．９　 ３－Ｄ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ｂａｇ ｆｉｌｔｅｒ

用非结构化网格，模型网格总数为 １１ ５４８，经 Ｆｌｕｅｎｔ
软件检测，数量适中，满足计算要求。

金属丝网简化为多孔介质模型，采用多孔跳跃

边界条件（ｐｏｒｏｕｓ ｊｕｍｐ），该简化模型可以模拟速度

和压降特性均为已知的薄膜，比完整的多孔介质模

型更可靠、更容易收敛。 将通过薄膜的压力变化定

义为 Ｄａｒｃｙ 定律和附加内部损失项的结合。 壁面

（包括壳体及滤袋底部）为静止壁面，绝热、无滑移，
采用标准壁面函数。 颗粒在固体壁面取为弹性反射

条件 （ ｒｅｆｌｅｃｔ ）， 在过滤介质表面取为捕获条件

（ｔｒａｐ），出口取为逃逸条件（ ｅｓｃａｐｅ）。 烧结金属丝

网滤的材料型号为 ＳＳＷ－００５，厚度为 ２ ｍｍ，滤孔直

径取 ５ μｍ，孔隙率为 ３５％，面渗透率一般取为 ２．２×
１０－１２ ｍ２，滤袋内部底部封闭。 滤袋表面压降根据达

西公式计算。
３ ２　 过滤速度的影响

除尘器运行中烟气通过滤料的速度是影响过滤

效率和滤袋寿命的关键因素，通常称为过滤速度，过
滤速度反映除尘设备清洁含尘气流的能力。

洁净空气入口温度 １５ ℃，除尘器内设计过滤速

度在 １．０ ～ ５． ０ ｍ ／ ｍｉｎ，对应进气流量在 ４． ９ ～ ２４． ５
Ｎｍ３ ／ ｈ 时，模拟了除尘器系统压降的变化特性。 模

拟结果与试验数据的对照如图 １０ 所示，可知数值模

拟的系统压降随进气流量增大而增大，虽然数值模

拟结果的曲线要高于试验曲线，但仍能较好地反映

试验中系统压降随进气流量的变化规律。

图 １０　 洁净空气下除尘器的压降结果

Ｆｉｇ．１０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ｄｒｏｐ ｏｆ ｄｕｓｔ ｃｏｌｌｅｃｔｏｒ ｆｏｒ ｃｌｅａｎ ａｉｒ

３ ３　 入口温度变化对压差的影响

对于含尘气流，模拟时滤袋面渗透率取 ２． ２ ×
１０－１２ ｍ２，过滤速度为 ２．０ ｍ ／ ｍｉｎ，对应气体流量为

９．８ Ｎｍ３ ／ ｈ，入口气体温度在 １００ ～ ６００ ℃时，获得了

系统压降随进气温度的变化特性，并与试验得到的

压降曲线进行对比，结果如图 １１ 所示，可知两者吻

合较好。 随进气温度的升高，出口气体的平均温度

线性递增。 进气温度越高，进出口气体的温差越大。
除尘器系统压降随进气温度的变化如图 １２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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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１　 除尘器出口温度

Ｆｉｇ．１１　 Ｏｕｔｌｅｔ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ｄｕｓｔ ｃｏｌｌｅｃｔｏｒ

图 １２　 不同温度下除尘器压降

Ｆｉｇ．１２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ｄｒｏｐ ｏｆ ｄｕｓｔ ｃｏｌｌｅｃｔｏｒ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示，可知数值模拟的系统压降随进气温度的增大呈

线性递增，而试验中系统压降随进气温度变化的曲

线则有波动，这可能是由于试验中通入的是含尘气

体，气体含尘浓度存在波动，而模拟中没有考虑含尘

浓度的影响。 试验得到的压降曲线可以拟合为线性

曲线，但拟合后的压降曲线比数值模拟的曲线斜率

更大，说明通入含尘气体时，系统压降随进气温度的

变化更快。
滤袋面渗透率 ９． １ × １０－１３ ｍ２，过滤速度 １． ０

ｍ ／ ｍｉｎ（对应气体流量为 ４．９ Ｎｍ３ ／ ｈ）时，除尘器压降

随入口温度（１００ ～ ６００ ℃）的变化特性如图 １３ 所

示，其中滤袋表面压降（虚线）根据达西公式计算。
随着入口气体温度的升高，系统压降与滤袋表面压

降的差距增大，说明入口气体温度的升高导致除尘

器结构压降的大幅升高。

图 １３　 除尘器压降随入口温度的变化

Ｆｉｇ．１３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ｄｒｏｐ ｏｆ ｄｕｓｔ
ｃｏｌｌｅｃｔｏｒ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ｌｅｔ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由图 １３ 可知，入口温度较低（ ＜３００ ℃）时，系

统压降主要由滤袋表面压降组成，入口气体温度较

高（＞３００ ℃）时，系统压降远高于滤袋表面压降，可
达 ３ ０００ Ｐａ，此时需要考虑除尘器结构压降带来的

影响。 此外，此系统压降远小于金属丝网的抗压强

度和拉伸强度，因此，工业炉窑高温含尘气体采用金

属丝网净化气体、回收余热具有可行性。

４　 结　 　 论

１）针对金属丝网除尘器，通过试验与数值模拟

研究了除尘器进口气流流量、气流含尘浓度、气流入

口温度对于除尘系统压降的影响。 随着进气流量的

增加，系统压降呈升高趋势，且流量越大，压降升高

的斜率也越大，压降损失与速度平方存在正相关

关系。
２）系统压降随着含尘浓度增加先升后降，含尘

浓度升高至 ５３ ｇ ／ ｍ３ 后，由于粉尘厚度增加并导致

尘饼脱落，从而引起孔隙率增加，压降下降。
３）系统压降随着进气温度的增加而升高，且出

口温度与系统压降的模拟结果与试验结果吻合较

好。 对于进气温度较低（ ＜３００ ℃）的工况条件，除
尘器的系统压降主要来自金属丝网滤袋的表面

压降。
４） 从 数 值 模 拟 结 果 可 知， 大 流 量、 高 温

（＞３００ ℃）含尘气流通过金属丝网时，最大系统压

降在 ３ ０００ Ｐａ 左右，远高于滤袋表面压降，这时需

要考虑除尘器结构压降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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