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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蒸气在 ＮＯｘ 控制技术中机理研究及应用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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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电厂实际运行中发现，水蒸气能够降低选择性非催化还原反应（ＳＮＣＲ）烟气脱硝过程中脱硝

剂的用量，对脱硝和燃烧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 围绕水蒸气在不同脱硝技术中的作用效果和反应机

理，对相关文献进行总结。 研究发现，水蒸气对 ＳＮＣＲ 脱硝、再燃脱硝以及先进再燃脱硝技术均有促

进强化作用。 水蒸气的加入能促进 ＳＮＣＲ脱硝反应中 ＯＨ自由基的产生，可与 ＮＨ３ 还原剂反应生成

ＮＨ２ 基团，从而提高脱硝效率。 水蒸气对再燃脱硝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提高挥发分中 ＨＣＮ、ＮＨ３ 等

析出促进 ＮＯ还原。 添加水蒸气可以使先进再燃技术的脱硝效率提高到 ８０％以上，水蒸气对生物质

先进再燃脱硝与对再燃脱硝的作用机理类似，而对煤粉先进再燃作用机理不详。 综上，水蒸气对先进

再燃脱硝的作用机理应包括对 ＳＮＣＲ 脱硝与再燃脱硝 ２ 部分的共同促进作用及 ２ 者之间的相互作

用，但目前研究较少关注水蒸气对再燃燃料的影响。 应进一步研究水蒸气对先进再燃脱硝的作用机

理和操作条件，为水蒸气在脱硝技术中的应用提供有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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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氮氧化物是雾霾的前驱物之一，会严重危害人

们的身体健康。 采取有效措施来控制 ＮＯｘ排放，已
成为我国改善环境工作的重中之重。 电站燃煤锅炉

脱硝技术分为炉内燃烧过程中脱硝和炉膛后部烟气

脱硝两大类。 炉内燃烧过程中脱硝技术主要有：低
ＮＯｘ燃烧器、烟气再循环、空气或燃料分级燃烧等；
烟气脱硝技术主要有选择性催化还原（ＳＣＲ）法和选

择性非催化还原（ＳＮＣＲ）法。
与炉内脱硝技术相比，烟气脱硝效率较高，但投

资和运行费用也较高，且存在温度窗口窄、氨剂用量

大、氨泄露等问题，容易造成二次污染。 燃烧过程中

脱硝技术的投资和运行费用较低［１－２］，但烟气脱硝

效率较低。 面对日益严格的环境标准要求，部分燃

劣质煤或低挥发分煤的电厂须采用多种脱硝方式复

合使用才能达到超低排放要求。 目前应用比较广泛

的是炉内低氮燃烧、ＳＮＣＲ与 ＳＣＲ技术的联用，具有

脱硝效果好、催化剂用量小、空间适应性强的优势。
但是目前应用中仍普遍存在由于炉内反应温度不适

宜，ＳＮＣＲ 脱硝效率低，还原剂消耗量大、氨逃逸控

制困难等缺陷［３］。 采用燃料再燃与 ＳＮＣＲ相结合的

先进再燃技术，可有效拓宽 ＳＮＣＲ反应的温度窗口，
提高脱硝效率，脱硝效率达 ８５％以上［１］。

对于常用脱硝技术，国内外研究者从反应机理、
数值模拟，到试验调整和技术改造，已进行了非常详

尽的研究。 其中部分学者在研究中发现，水蒸气对

脱硝反应过程有一定促进作用。 而且，在一些实际

电厂运行过程中也发现，ＳＮＣＲ 工艺中喷入一定量

的水蒸气能够降低氨的使用量。 电站水蒸气资源丰

富，廉价易得，且锅炉内部本身就存在一定水蒸气。
一方面进行 ＳＮＣＲ 脱硝时，氨剂通常与水配置溶液

后雾化喷入炉膛中；另一方面，入炉燃料也带入一定

的水分，且燃料燃烧产生少量水蒸气。 因此，如果可

以进一步明晰水蒸气对各脱硝技术的影响，并以此

为依据高效、合理地应用水蒸气促进脱硝效率，对实

现锅炉低成本高效脱硝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主要针对水蒸气对氮氧化物控制技术，包

括：ＳＮＣＲ、再燃、先进再燃脱硝效率的影响及机理进

行分析，同时对循环流化床锅炉进行提标改造，研究

水蒸气喷入后对锅炉实际脱硝情况的影响，为更高

效利用水蒸气、提高脱硝效率提供借鉴。

１　 燃煤锅炉中水蒸气的应用与研究

为响应超低排放政策，以水蒸气为载气，少量废

氨水为脱硝剂，对山西晋中某化工厂 ２×１３０ ｔ 循环

流化床锅炉进行了 ＮＯｘ控制提标改造，并对改造后

的脱硝情况进行了现场试验。 为了探明水蒸气和氨

水对 ＮＯｘ排放浓度影响，分别对仅喷蒸汽，喷氨＋蒸
汽，以及不喷任何物质 ３ 种试验情况下的 ＣＯ、ＣＯ２
及 ＮＯｘ排放浓度进行检测。 采用 Ｔｅｓｔｏ 烟气分析仪

对省煤器之后除尘器之前和烟道尾部 ２个位置的烟

气浓度进行了检测。
１ １　 水蒸气对烟气中 ＣＯ、ＣＯ２浓度变化的影响

３种工况下，烟气中 Ｏ２、ＣＯ、ＣＯ２排放浓度如图

１所示。 结果显示，仅喷水蒸气的情况下，ＣＯ 和 Ｏ２
浓度较其他 ２ 个工况较低，ＣＯ２浓度较高，可见水蒸

气有助提高燃烧速率，促进燃尽。 王文奎等［４］针对

小型火力热电厂中小型燃煤锅炉的应用现状，研究

了水蒸气作为促燃剂介入主燃区后，产生的化学和

物理促燃作用。 从化学促燃角度来讲，一方面固体

碳会与水蒸气发生反应生成 ＣＯ，使原来的气－固异

相化学反应部分转化为气－气同相化学反应，从而

有效提高了燃烧速度、燃烧当量以及燃煤的有效利

用率。 另一方面，水蒸气分解产生的 ＯＨ、Ｈ 基团可

以与 ＣＯ展开连锁反应（２） ～ （４）：
Ｃ＋Ｈ２Ｏ →ＣＯ＋Ｈ２， （１）
ＣＯ＋ＯＨ  ＣＯ２＋Ｈ， （２）
Ｈ＋Ｏ２ →ＯＨ＋Ｏ， （３）
Ｏ＋Ｈ２ →ＯＨ＋Ｈ。 （４）

反应不断生成 ＯＨ，促使连锁反应不断发生。
从而达到强化 ＣＯ燃烧进程的目的。

从物理促燃角度来讲，由于水蒸气作为促燃剂

的介入产生的化学促燃作用，使得燃烧速度明显加

快，连锁反应不断发生，燃烧颗粒内部发生爆燃反

应，使得焦粒表面的无机盐硬壳破坏，焦粒内外裸露

面积的增加使其与氧气和水蒸气接触更加充分，增
强了各种可燃物燃烧机会，燃煤热值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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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烟道烟气监测点 Ｏ２、ＣＯ、ＣＯ２浓度变化

Ｆｉｇ．１　 Ｏ２、ＣＯ、ＣＯ２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ｔ ｆｌｕｅ ｇａｓ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

　 　 而 ＣＯ浓度在喷（氨＋蒸汽）的工况下相比不喷

和仅喷蒸汽工况下有明显升高，且 Ｏ２浓度也较高。
分析认为，水蒸气与碳反应生成大量 ＣＯ，ＣＯ 需要

ＯＨ、Ｈ等才能发生链式反应进而被转化为 ＣＯ２。 但

是氨剂的加入，使部分 ＯＨ 参与 ＮＨ３对 ＮＯ 的还原

反应，与 ＣＯ产生竞争反应，从而阻碍了 ＣＯ 进一步

氧化反应的进行，造成 ＣＯ浓度升高。
１ ２　 水蒸气对烟气中 ＮＯｘ浓度变化的影响

３种工况下，２个监测点的 ＮＯｘ浓度平均值如图

２所示。 在喷（氨 ＋蒸汽）的工况下分别为 １６． ６ ×
１０－６、１２．３×１０－６，在仅喷蒸汽的工况下分别为 ２８．６ ×
１０－６、１６．１×１０－６，在不喷的工况下分别为 ３６．８×１０－６、
３１．２×１０－６。 结果显示，喷（氨＋蒸汽）时尾部烟气中

ＮＯｘ的浓度在 ３ 种工况中最低，相比于仅喷蒸汽时

降低了 ２３．６０％，相比于不喷时降低了 ６０．５８％；而仅

喷蒸汽时 ＮＯｘ浓度较不喷情况下也降低 ４８．４０％。
说明无论是否有氨剂，水蒸气的加入都会对脱硝产

生一定的促进作用。 分析认为，这一方面是因为水

蒸气的加入可以通过反应（１）产生大量的 Ｈ２、ＣＯ，
还原性气氛增强，有利于 ＮＯ同相还原反应的发生，
同时水蒸气解离产生的 Ｈ 和 ＯＨ 自由基可以抑制

ＨＣＮ向 ＮＯ的氧化，其共同作用使得 ＮＯ 生成量减

少［５－７］；另一方面水蒸气与煤焦气化反应可提高焦

炭表面孔隙度，提高焦炭表面碳活性位点与烟气接

触面积，从而促进 ＮＯ的异相还原反应。

图 ２　 烟道烟气监测点 ＮＯｘ浓度变化

Ｆｉｇ．２　 ＮＯｘ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ｔ ｆｌｕｅ ｇａｓ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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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蒸气的加入既可以提高燃烧效率，促进燃尽，
减少不完全燃烧损失，还可以提高 ＮＯｘ还原率，降低

ＮＯ排放。 研究水蒸气对各种脱硝技术的影响及机

理，对实现锅炉低成本高效脱硝意义重大。

２　 水蒸气对 ＳＮＣＲ脱硝效果影响及机理研究

２ １　 选择性非催化还原（ＳＮＣＲ）技术

选择性非催化还原（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Ｎｏｎ－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 Ｒｅ⁃
ｄｕｃｔｉｏｎ，ＳＮＣＲ）技术是将氨水或尿素等还原剂喷入

温度为 ８５０ ～ １ １００ ℃的烟气中，然后还原剂迅速分

解成 ＮＨ３及其他副产物，在不需要催化剂的情况下，
ＮＨ３ 与 烟 气 中 的 ＮＯｘ 发 生 还 原 反 应 生 成

Ｎ２ ［８］。 ＳＮＣＲ技术的脱硝效率一般在 ５０％左右，最
高能达到 ８０％［１］。

４ＮＨ３＋４ＮＯ＋Ｏ２ →４Ｎ２＋６Ｈ２Ｏ， （５）
ＮＯ＋ＣＯ（ＮＨ２） ２＋１ ／ ２ Ｏ２ →２Ｎ２＋２Ｈ２Ｏ＋ＣＯ２。

（６）
在 ＳＮＣＲ过程中使用氨作为还原剂脱除 ＮＯ 的

详细还原机理是 ＮＨ３转化为 ＮＨ２基团，ＮＨ２直接与

ＮＯ反应生成 Ｎ２。 在 ＮＨ３向 ＮＨ２转化过程中，ＯＨ基

是关键的基元［９］。 低温下反应不能产生足够的

ＯＨ，使 ＳＮＣＲ反应不能激发；而高温下，会产生大量

的 ＯＨ基团，使 ＮＨ２基团继续脱氢形成 ＮＨ、Ｎ等，这
些基团会被氧化生成 ＮＯｘ，导致脱硝效率降低；只有

在有效的温度下，ＯＨ 基团可以使 ＮＨ３大量转化为

ＮＨ２，引发 ＳＮＣＲ 链式反应（７） ～ （１０） ［１０］，有效降低

烟气中 ＮＯ的含量［１］。
ＮＨ３＋ＯＨ  ＮＨ２＋Ｈ２Ｏ， （７）
ＮＨ２＋ＮＯ  Ｎ２＋Ｈ２Ｏ， （８）
ＮＨ２＋ＮＯ  ＮＮＨ＋ＯＨ， （９）
ＮＮＨ＋Ｏ２ Ｎ２＋ＨＯ２。 （１０）

２ ２　 水蒸气对 ＳＮＣＲ 脱硝效果的影响

２ ２ １　 不同温度下水蒸气对 ＳＮＣＲ 脱硝效果影响

文献［１１］提到，Ｓａｎｙｏ 在研究水蒸气对 ＳＮＣＲ
脱硝过程的影响时发现，在低温情况下，脱硝效率将

随水蒸气浓度的上升先上升后下降，同时最佳脱硝

温度随水蒸气浓度的上升而上升。 而在高温条件

下，水蒸气的存在会使脱硝效率略下降。 吕洪坤［１２］

研究了水蒸气对 ＳＮＣＲ 脱硝效果的影响，随着水蒸

气量的增加，整体上，脱硝效率曲线向高温方向偏

移，最佳脱硝温度升高，最佳脱硝效率增加。
ＭＩＬＬＥＲ和 ＢＯＷＭＡＮ［１３］认为在较低温度时，反

应（１１）与（１３） 对氧原子形成竞争，抑制 ＮＯ脱除。
Ｏ＋Ｈ２Ｏ  ＯＨ＋ＯＨ， （１１）

ＮＨ３＋ＯＨ  ＮＨ２＋Ｈ２Ｏ， （１２）
ＮＨ３＋Ｏ  ＮＨ２＋ＯＨ。 （１３）

而吕洪坤认为在较低温度时，反应（１３）在消耗

１分子 Ｏ的同时可以生成 １分子 ＯＨ，生成 ＯＨ还可

以通过反应（１２）继续氧化 １分子 ＮＨ３，反应（１１）与
（１３）形成竞争，但与反应（１１）生成一分子 ＯＨ 再与

反应（１２）作用生成 ＮＨ２的效果大致相同，对整个

ＮＨ３氧化成 ＮＨ２的途径并没有产生较大影响，因此

水蒸气在低温区域对脱硝未形成较明显影响。
在较高温度条件下 ＭＩＬＬＥＲ 和 ＢＯＷＭＡＮ［１３］则

认为反应（１４）与反应（１５）形成竞争，抑制了 ＮＨ２向
ＨＮＯ的转化，而 ＨＮＯ 又有可能通过反应（１６）直接

转化为 ＮＯ。 因此，水蒸气主要是通过在高温下对

氧原子形成竞争，抑制 ＮＨ２被氧化成 ＮＯ，而使得脱

硝效率曲线向高温方向偏移，最佳脱硝温度随之升

高。 最佳脱硝效率得以提高可能是由于更高温度下

ＮＯ２作为中间产物生成量的减少使得 ＮＨ２减少，这
与吕洪坤的结论大致相同。

Ｏ＋Ｈ２Ｏ  ＯＨ＋ＯＨ， （１４）
ＮＨ２＋Ｏ  ＨＮＯ＋Ｈ， （１５）
ＨＮＯ＋ＯＨ  Ｈ２Ｏ。 （１６）

２ ２ ２　 水蒸气添加量对 ＳＮＣＲ 脱硝效果的影响

ＷＥＮＬＩ 等［１４］研究了水蒸气对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ＤｅＮＯｘ

过程的影响，发现加入 ２．７５％的水蒸气拓宽了温度

窗口、提高了脱硝效率，但并没有改变最佳脱硝温

度，而加入 １０％的水蒸气可以使脱硝曲线向高温方

向偏移 ３０ ℃；ＳＡＮＹＯ［１１］认为低温下，低浓度水蒸气

可以促进 ＮＯ还原，加入水蒸气的最佳浓度是 ４％。
郝江涛等［１５］利用携带流脱硝试验装置，研究了

水蒸气等对 ＳＮＣＲ 脱硝特性的影响，得出水蒸气的

存在并没有改变最佳脱硝温度，但在反应温度范围

内提高了脱硝效率（图 ３） ［１６］。 将最佳脱硝反应温

度附近、脱硝效率达到最佳脱硝效率 ５０％以上的脱

硝反应温度范围定义为脱硝温度窗口 Δｔｗｉｎ ［１７］，水蒸

气略拓宽温度窗口［１８］。 在 ９５０ 和 １ ０００ ℃下，脱硝

效率随水蒸气的增加先增大后降低最后趋于平稳

（图 ４）。 在 ９５０ ℃、水蒸气浓度为 ４％时脱硝效率最

大，由未添加水蒸气时的 ６９．６％增大到 ７３．５％。 水

蒸气作用机理可以用 ＭＩＬＬＥＲ和 ＢＯＷＭＡＮ等［１３］机

理解释：加入低浓度的水蒸气可以产生适量 ＯＨ 基

团，ＯＨ基团可以与 ＮＨ３作用产生 ＮＨ２从而提高脱

硝效率；水蒸气浓度过高，会产生过量的 ＯＨ 基团，
促进反应（１７） ～ （１９），从而导致脱硝效率降低。

ＮＨ２＋ＯＨ →ＮＨ＋Ｈ２Ｏ， （１７）
ＮＨ＋ＮＯ →ＨＮＯ＋Ｈ，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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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ＮＯ＋ＯＨ →ＮＯ＋Ｈ２Ｏ。 （１９）

图 ３　 水蒸气对脱硝温度窗口的影响［１６］

Ｆｉｇ．３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ｖａｐｏｒ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ｎ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ｗｉｎｄｏｗ［１６］

图 ４　 水蒸气体积分数对脱硝效率的影响［１５］

Ｆｉｇ．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ｖａｐｏ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ｎ ｄｅ－ｎ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１５］

吕洪坤等［１７］研究了水蒸气量对脱硝温度窗口

Δｔｗｉｎ、最佳脱硝温度向高温方向的偏移量 Δｔｏｐｔ、最佳

脱硝效率 Δηｏｐｔ的影响。 发现随着水蒸气量的增加，
Δｔｗｉｎ、Δｔｏｐｔ、Δηｏｐｔ均逐渐增大，但增加到一定程度时，
会有不同程度的放缓，如图 ５ 所示。 当水蒸气含量

由 ２． ２％增加到 １９． １％时， Δｔｗｉｎ 从 １７８ ℃ 提高到

３１２ ℃。 未添加水蒸气时的脱硝效率为 ８２．５％，当
水蒸气添加量由 ４．５％增加到 １９．１％时，最佳脱硝效

率只由 ９０％增加到约 ９３％。 由此可知，水蒸气在低

浓度时对 ＳＮＣＲ的作用效果更明显，原因可能是水

蒸气浓度较高会产生过量的 Ｏ、ＮＨ２基团，对 ＳＮＣＲ
作用的效果也会趋于饱和。
２ ２ ３　 水蒸气对 ＳＮＣＲ 的 ＮＨ３、Ｎ２Ｏ 排放影响

随着水蒸气含量的增加，尾部 ＮＨ３泄漏曲线向

高温方向偏移，尤其是 ９００ ℃左右，这说明高温下水

蒸气的添加抑制了 ＮＨ３的氧化等发应。
Ｎ２Ｏ排放整体略升高。 低温下，Ｎ２Ｏ 排放随着

水蒸气量的增加而增加；但高温下，除了水蒸气量为

０的工况，随着水蒸气量增加，Ｎ２Ｏ 排放略下降。 但

随着水蒸气量增加 Ｎ２Ｏ排放规律并不同，可能是由

于水蒸气量对 Ｎ２Ｏ的排放的影响较小［１２］。

图 ５　 水蒸气量对 Δｔｗｉｎ、Δｔｏｐｔ以及 Δηｏｐｔ的影响［１７］

Ｆｉｇ．５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ｖａｐｏｒ ｏｎ ｔｈｅ Δｔｗｉｎ，Δｔｏｐｔ ａｎｄ Δηｏｐｔ ［１７］

２ ３　 水蒸气对 ＳＮＣＲ 脱硝效果数值模拟研究

姜金东等［１９］采用 Ｃｈｅｍｋｉｎ－Ｐｒｏ 研究水蒸气浓

度对 ＳＮＣＲ的影响，研究表明：虽然在 ０ ℃时脱硝效

率最大，但水蒸气浓度上升，可使 ＳＮＣＲ反应温度窗

口向低温区移动。 水蒸气浓度对脱硝效率的影响在

低温段和高温段不同，低温情况下，浓度较低的水蒸

气（２％）可以使脱硝效率略微上升，而高温情况下，
水蒸气浓度的上升则会使脱硝效率降低。

孙桐［２０］以 ＣＦＢ 锅炉为研究对象，利用 Ｆｌｕｅｎｔ
和 Ｃｈｅｍｋｉｎ 数值模拟，对水蒸气对 ＳＮＣＲ 脱硝性能

进行研究并对其机理进行了详细分析，得出了

与 ＳＡＮＹＯ和姜金东相似的结论：８００ ～ ９５０ ℃条件

下，脱硝效率随着水蒸气含量的增加呈现先增加后

降低的趋势，在水蒸气浓度为 １％时达到最大脱硝

效率 ６６．０８％，在水蒸气浓度 １２％时降至 ５８．３０％。
而当温度高于 ９５０ ℃时，脱硝效率随着水蒸气含量

升高而降低。 对其机理进行分析，低温下 ＯＨ 生成

反应的速率较低，产生的 ＯＨ 基通过反应（１２）仅供

ＮＨ２的生成，此时 ＮＨ２基团用于还原 ＮＯ。 而当高于

９００ ℃时，ＯＨ生成反应的速率迅速增大，生成的 ＯＨ
也持续增多，此时 ＯＨ基团不仅能够产生 ＮＨ２，多余

的 ＯＨ基进一步通过反应（１７）将 ＮＨ２反应氧化成

ＮＨ，最终转化成 ＮＯ降低脱硝效率。

３　 水蒸气对再燃脱硝效果影响及机理研究

３ １　 再燃技术

该技术根据燃料在炉内的燃烧过程，将炉膛分

成主燃区、再燃区和燃尽区，如图 ６ 所示，图 ６ 中 α
为过量空气系数。 利用再燃区的强还原性气氛和再

燃燃料产生的还原性组分，将主燃区内形成的 ＮＯｘ

在再燃区内还原成Ｎ２，最后在燃尽区补入部分空

气，使未完全燃烧的产物燃尽［１８］。 再燃技术可使

ＮＯｘ排放降低 ５０％以上［２１］。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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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一般再燃脱硝

Ｆｉｇ．６　 Ｒｅ－ｂｕｒｎｉｎｇ ｄｅ－ｎ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燃料再燃过程包括 ＮＯ的同相还原反应和异相

还原反应两部分：
１）ＮＯ同相还原反应主要为再燃燃料热解的挥

发分与氮氧化物之间的反应。 再燃燃料受热分解生

成 ＣＨｉ、ＣＯ 和 ＮＨｉ等还原性组分，与 ＮＯ 反应生成

Ｎ２。 主要反应如下：
ＮＯ＋ＣＨｉ →ＨＣＮ＋…， （２０）
ＨＣＮ＋Ｏ，ＯＨ →Ｎ２＋…， （２１）
ＮＯ＋ＮＨｉ →Ｎ２＋…， （２２）
ＣＨｉ＋Ｏ →ＣＯ＋Ｈ＋…。 （２３）

２）ＮＯ异相还原反应主要为焦炭与氮氧化物之

间的反应，其反应机理较复杂。 一般认为，ＮＯ 异相

还原反应涉及以下过程：烟气中 ＮＯｘ向焦炭表面扩

散；ＮＯｘ被焦炭吸附；焦炭与 ＮＯｘ发生还原反应，生
成 Ｎ２及其他产物；生成的 Ｎ２分子离开焦炭表

面等。
焦炭主要通过以下异相反应还原 ＮＯ：

ＮＯ＋ＣＯ →ＣＯ２＋１ ／ ２ Ｎ２， （２４）
ＮＯ＋２Ｃ →Ｃ（Ｎ）＋Ｃ（Ｏ）， （２５）
Ｃ（Ｎ）＋Ｃ（Ｎ） →Ｎ２＋２Ｃ， （２６）

Ｃ（Ｏ） →ＣＯ， （２７）
Ｃ（Ｏ）＋ＣＯ →ＣＯ２＋Ｃ， （２８）

式中，Ｃ（Ｎ）、Ｃ（Ｏ）中的（Ｎ）、（Ｏ）分别为碳吸附的

Ｎ原子和 Ｏ原子。
３ ２　 水蒸气对煤粉再燃还原 ＮＯ 的影响

苟湘等［２２］利用固定床反应器，烟煤煤粉作为再

燃燃料，采用模拟烟气研究水蒸气对再燃区煤粉还

原 ＮＯ的影响，研究发现：如在再燃区加入一定量水

蒸气，既能降低 ＮＯ 释放，又能提高煤粉的燃尽率，
加快煤粉的燃尽速度。 但加入过量的水蒸气反而会

促进 ＮＯ 的生成［２３］。 未加入水蒸气时最大还原率

为 ５０． ２％，加入 ４％的水蒸气最大还原率提高到

８９．１％。

分析水蒸气对煤粉再燃的作用机理：在挥发分

为主的阶段，高温下煤粉中微量的碱金属可以催化

水蒸气发生离解反应 Ｈ２Ｏ →Ｈ＋ＯＨ，Ｈ 和 ＯＨ 自

由基可以促进煤分子键的断裂，加快 ＣＯ、Ｈ２、ＣＨｉ等

挥发分的析出，从而形成较强的还原性气氛，使得

ＮＯ的还原反应（２９） ～ （３３）加快进行，降低了 ＮＯ
的释放。 但当水蒸气浓度超过 ６％，一方面 ＣＯ 会与

水蒸气反应生成 Ｈ２，Ｈ２分子量小扩散速度快，遇到

Ｏ２容易被氧化，使得还原性气氛减弱，不利于 ＮＯ的

还原；另一方面，水蒸气会与 ＨＣＮ反应生成 ＮＨ３，而
ＮＨ３又会与 Ｏ２发生反应，促进了 ＮＯ的生成。

２Ｈ２＋２ＮＯ →Ｎ２＋２Ｈ２Ｏ， （２９）
２ＣＯ＋２ＮＯ →Ｎ２＋２ＣＯ２， （３０）
ＣＨｉ＋ＮＯ →Ｎ２＋…， （３１）
ＨＣＮ＋ＮＯ →Ｎ２＋…， （３２）
ＮＨ３＋ＮＯ →Ｎ２＋…， （３３）
ＨＣＮ＋Ｈ２Ｏ →ＮＨ３＋ＣＯ， （３４）

ＮＨ３＋Ｏ２ →ＮＯ＋Ｈ２Ｏ＋１ ／ ２ Ｈ２。 （３５）
在焦炭为主的阶段，反应（３６）生成大量的 Ｈ２和

ＣＯ，又可以反过来促进反应（２９）和（３０）的进行。
同时 Ｈ２产生活化核心，推动一系列连锁反应的发

生，产生 Ｈ、Ｏ和 ＯＨ等活性物质也会活化整个反应

过程，使得煤粉燃尽速度大大增加。
Ｃ＋Ｈ２Ｏ  Ｈ２＋ＣＯ。 （３６）

３ ３　 水蒸气对生物质再燃脱硝效果的影响

ＳＨＵ等［２４］进行了水蒸气对木质生物质原样及

其生 物 质 焦 炭 再 燃 脱 硝 反 应 的 研 究，发 现 在

１ ２００ ℃ 条件下，随着水蒸气量的增加，ＮＯ 还原效

率略微降低，即水蒸气的存在不利于 ＮＯ 的同相和

异相还原反应，原因一方面是水蒸气的存在会产生

ＯＨ和 Ｈ 自由基团，这些基团可以与 ＨＣＮ、ＮＣＯ、
ＣＨ３、ＨＣＣＯ和 ＮＨ２发生反应，从而影响了 ＮＯ 还原

效率；另一方面是由于水蒸气的存在，生物质焦炭表

面的活性位点被化学吸附氧所覆盖，不利于焦炭与

ＮＯ进行反应。
郝江涛等［２５－２６］进行了水蒸气对生物质再燃影

响研究，得出了与水蒸气对煤粉再燃大致相同的结

论：在相同温度条件下，生物质再燃脱硝效率随着水

蒸气含量的增加呈先上升后下降，最后趋于平稳，水
蒸气含量约 ４％时脱硝效率最大。 温度为 ９００、１ ０００
和 １ １００ ℃下，如图 ７ 所示，含 ４％水蒸气的再燃脱

硝效率比不含水蒸气的再燃脱硝效率分别增加

８．９％、１０．２％和 １２．５％；水蒸气含量相同时，生物质

再燃脱硝效率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升高。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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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先进再燃脱硝

Ｆｉｇ．７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ｒｅ－ｂｕｒｎｉｎｇ ｄｅ－ｎ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反应机理的研究表明，生物质再燃可以产生的

大量中间产物 ＨＣＮ、ＮＨ３，同时水蒸气能够通过促进

反应（３７）和（３８），从而产生大量 ＯＨ 基团，ＯＨ 基团

与 ＨＣＮ 经过反应（３９） ～ （４１），或与 ＮＨ３经过反应

（４２）和（４３）还原 ＮＯ。 当水蒸气含量大于 ４％时，过
多的水蒸气使 ＯＨ基团过量，促使反应（４４） ～ （４６）
的发生，导致脱硝效率逐渐降低。

Ｏ＋Ｈ２Ｏ  ＯＨ＋ＯＨ， （３７）
Ｈ＋Ｈ２Ｏ  ＯＨ＋Ｈ２， （３８）
ＨＣＮ＋ＯＨ  ＮＣＯ＋Ｈ２， （３９）
ＮＣＯ＋ＮＯ  ＣＯ＋Ｎ２Ｏ， （４０）
Ｎ２Ｏ＋ＯＨ  Ｎ２＋Ｈ２Ｏ， （４１）
ＮＨ３＋ＯＨ  ＮＨ２＋Ｈ２Ｏ， （４２）
ＮＨ２＋ＮＯ  Ｎ２＋Ｈ２Ｏ， （４３）
ＮＨ２＋ＯＨ  ＮＨ＋Ｈ２Ｏ， （４４）
ＮＨ＋ＮＯ  ＮＮＯ＋Ｈ， （４５）
ＨＮＯ＋ＯＨ  ＮＯ＋Ｈ２Ｏ。 （４６）

３ ４　 水蒸气对沼气再燃过程中重要中间组分的影响

ＷＡＮＧ和 ＺＨＡＮＧ［２７］采用配有多点采样系统的

电加热炉，研究在 １ １００ ℃、水蒸气添加量分别为

０％、３．９％、７．８％对沼气再燃过程中一些重要中间组

分的影响。 研究发现水蒸气对再燃过程中 Ｃ２Ｈ６、
Ｃ２Ｈ４、Ｃ２Ｈ２、Ｏ２、ＮＨ３含量变化影响不大；随着水蒸

气添加量的增加，会进一步降低 ＣＨ４和 ＮＯ 的消耗

以及减少 ＣＯ、ＣＯ２、ＨＣＮ的生成，但 Ｈ２生成量增大。
从化学反应角度分析，水蒸气的加入通过反应（４７）
使得正向反应不易进行从而 Ｈ２增多，同理通过反应

（４８）和（４９）使得 ＣＨ４和 ＮＯ消耗量减少。
ＯＨ＋Ｈ２Ｈ２Ｏ＋Ｈ， （４７）
ＣＨ４＋ＯＨ ＣＨ３＋Ｈ２Ｏ， （４８）
ＣＨ３＋ＮＯ ＨＣＮ＋Ｈ２Ｏ。 （４９）

４　 水蒸气对先进再燃脱硝效果的影响

４ １　 先进再燃技术

先进再燃（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Ｒｅ－ｂｕｒｎｉｎｇ）技术，是将燃

料再燃技术与 ＳＮＣＲ技术相结合的一种更有效的脱

硝技术，如图 ８ 所示。 这种技术是在再燃区的富燃

料条件下，再燃燃料的挥发分及焦炭等还原性物质

与 ＮＯｘ反应主要生成 ＨＣＮ 和 Ｎ２，同时在再燃区或

燃尽区及其下游喷入氨剂，进一步将未反应的 ＮＯｘ

还原为 Ｎ２；同时 ＣＨ４等烃类物质可以促进在较低温

度下 ＯＨ自由基的产生，保证 ＳＮＣＲ反应中 ＮＯ ／ Ｏ２ ／
ＮＨ３之间自加速反应的进行。 因此，先进再燃技术

通过 ３ 方面的作用共同提高脱硝效率［２８］。 一般先

进再燃的脱硝效率可达到 ８５％以上。

图 ８　 水蒸气对脱硝效率的影响［２６］

Ｆｉｇ．８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ｖａｐｏｒ ｏｎ ｄｅ－ｎ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２６］

４ ２　 水蒸气对天然气先进再燃脱硝效果的影响

沈伯雄和孙幸福［２９］以天然气和氨为还原剂，研
究了在高温条件下水蒸气对烟气中 ＮＯｘ脱除的影

响。 研究发现随着水蒸气浓度的增加，脱硝效率先

增大后减小，在水蒸气含量为 ５％时达到最大；且水

蒸气在较低温度情况下提高再燃脱硝效率更明显。
加入 ５％的水蒸气，在 １ ０００ ℃下，脱硝效率由未添

加水蒸气时的 ４１％增大到 ７４％；１ ０７５ ℃下，脱硝效

率由未添加水蒸气时的 ６２％增大到 ８０％；１ １５０ ℃
下，脱硝效率由未添加水蒸气时的 ６５％增大到

８０％。 同时在加入 ５％的水蒸气时，ＣＯ 浓度也会达

到最低，继续加入反而不利于再燃区 ＣＯ 浓度的

降低。
因此加入适量的水蒸气不仅能够提高脱硝效

率，还能降低再燃区 ＣＯ的排放，从而达到减少燃尽

区不完全燃烧物质的负荷，这对研究实际锅炉运行

过程中加入水蒸气具有重要意义［２９］。
４ ３　 水蒸气对生物质高级再燃脱硝效果的影响

ＬＵ等［３０］也对水蒸气对高级再燃脱硝效果进行

了分析，得到的结论与沈伯雄大致一致：随水蒸气的

增加，生物质高级再燃脱硝效率先上升后下降，最后

趋于平稳，且在水蒸气浓度 ２％ ～ ６％时的脱硝效率

最大。 在温度为 ９００、１ ０００和 １ １００ ℃下，最大脱硝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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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由未加入水蒸气的 ６２．７％、７３．０％、７０．３％分别

增加到 ７０．９％、７８．１％、７４．３％。 原因与水蒸气对生

物质再燃促进作用的机理相类似，水蒸气通过反应

（３７）和（３８）促进了 ＯＨ 基团的生成，而 ＯＨ 基团可

以与 ＮＨ３反应生成 ＮＨ２，达到脱除 ＮＯ 目的。 生物

质先进再燃过程中，生物质既起到 ＳＮＣＲ 添加剂的

作用，又作为再燃燃料直接还原 ＮＯ，而文中未提及

Ｈ２Ｏ对生物质再燃反应的促进作用机理。

５　 结语与展望

企业 ＮＯｘ控制提标改造实际运行结果表明，适
量水蒸气可以降低循环流化床锅炉运行过程中 ＮＯｘ

的排放，并促进后续燃料燃烧。 分析相关文献认为，
水蒸气的加入使原来焦炭与氧气的气－固异相化学

反应部分转化为 ＣＯ与氧气间气－气同相化学反应，
分解产生的 ＯＨ、Ｈ 基团有利于 ＣＯ 向 ＣＯ２的转化，
实现燃尽率的提高；水蒸气通过产生 Ｈ、ＯＨ 自由

基，加大 ＣＯ等挥发分的析出，改善煤焦的孔隙结构

促进煤焦对 ＮＯｘ的还原作用，降低 ＮＯｘ排放。 可见

水蒸气具有一定 ＮＯｘ控制潜力，明晰其对各种脱硝

技术的作用机理，对于推进水蒸气在 ＮＯｘ控制领域

中的应用至关重要。
通过分析总结水蒸气对 ＮＯｘ 控制技术的影响

及机理的相关文献发现，大部分学者认为水蒸气的

加入可以使 ＳＮＣＲ、再燃、先进再燃脱硝效率提高，
虽然水蒸气的最佳添加量不尽相同，但大都认为低

浓度的水蒸气对脱硝产生促进作用。 已有文献表

明，在 ＳＮＣＲ脱硝过程中添加 ４％的水蒸气，最大脱

硝效率可以由未添加水蒸气时的 ６９． ６％增大到

７３．５％；在煤粉再燃过程中添加 ４％的水蒸气，最大

脱硝效率可以由未添加水蒸气时的 ５０．２％提高到

８９．１％；在天然气先进再燃过程中添加 ５％水蒸气使

得脱硝效率由 ４１％提高到 ７４％；加入 ４％水蒸气可

以使生物质再燃最大脱硝效率最高提高 １２．５％，使
生物质再燃最大脱硝效率最高提高 １３．１％。 生物质

提高脱硝效率较低的原因可能是生物质本身对 ＮＯ
还原效率就比较高，且不同设备得到的数据不同，但
水蒸气的加入总体上提高了脱硝效率。

水蒸气对 ＳＮＣＲ产生促进作用的原因主要是水

蒸气的加入能够有效促进 ＯＨ基团的产生，ＯＨ基团

可以与 ＮＨ３发生反应生成 ＮＨ２基团，ＮＨ２ ＋ＮＯ →
Ｎ２＋Ｈ２Ｏ，从而提高脱硝效率。 水蒸气对再燃产生促

进作用的原因主要是 ＯＨ 基团能够加大挥发分、
ＨＣＮ、ＮＨ３等的析出，这些物质均可以与 ＮＯ 发生反

应，对脱硝产生促进作用。 水蒸气对生物质先进再

燃的脱硝机理与对再燃的脱硝机理相类似，都是通

过增加 ＯＨ 来促进 ＮＨ２的生成，从而达到脱除 ＮＯ
的目的。 水蒸气对煤粉先进再燃的机理尚不明晰，
鲜见研究报道。 分析认为，在先进再燃中，再燃反应

与 ＳＮＣＲ反应同时发生，且 ２者之间存在相互作用，
因此水蒸气在反应中的促进作用，应该包含对

ＳＮＣＲ 的促进机理和对再燃的促进机理，其中各反

应还原率占总还原率的比例，及其中的关键反应步

骤还不明晰。 尤其是其中固体焦炭在还原 ＮＯ中的

作用，及其受水蒸气的影响，并未得到关注。 生物质

先进再燃中，水蒸气对挥发分释放的促进作用是主

要原因，应该是由于生物质挥发分很大，在反应中起

主导作用。
综上所述，水蒸气作为燃煤锅炉的主产品，对锅

炉中燃烧和脱硝反应有促进作用，添加水蒸气可使

先进再燃技术的脱硝效率提高到 ８０％以上。 但水

蒸气添加量及添加温度等条件对其作用效果影响很

大，如果添加条件不当，反而起抑制作用，因此目前

水蒸气促脱硝的技术并未广泛应用。 有必要进一步

研究天然气（合成气）、煤粉、煤焦、生物质不同再燃

燃料作添加剂时，水蒸气对先进再燃的作用机理，确
定优化操作条件，为水蒸气在锅炉助燃、脱硝的实际

应用提供理论基础及数据支撑。

参考文献（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１］　 张健强． 煤粉先进再燃脱硝的试验研究与化学动力学模拟

［Ｄ］． 哈尔滨： 哈尔滨工业大学，２０１０．
［２］ 　 祝百东． ＳＮＣＲ烟气脱硝技术的实验研究 ［Ｄ］． 哈尔滨： 哈尔

滨工业大学，２００６．
［３］ 　 邹红果． ＳＮＣＲ ／ ＳＣＲ混合法脱硝工艺系统设计 ［ Ｊ］ ． 资源节约

与环保，２０１７（４）：６３．
ＺＯＵ Ｈｏｎｇｇｕｏ．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ＳＮＣＲ ／ ＳＣＲ Ｍｉｘｅｄ ｄｅ－ｎ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ｓｙｓｔｅｍ ［ Ｊ］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２０１７ （４）： ６３．

［４］ 　 王文奎，孙峰． 燃煤锅炉水蒸汽促燃的理论研究与实践 ［ Ｊ］ ．
机床与液压，２００１，２１（６）：４１－４３．
ＷＡＮＧ Ｗｅｎｋｕｉ，ＳＵＮ Ｆｅｎｇ．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ｓｔｅａｍ ｐｒｏ⁃
ｍｏｔｉｎｇ ｂｕｒｎｉｎｇ ｉｎ ｃｏａｌ－ｆｉｒｅｄ ｂｏｉｌｅｒ ［Ｊ］ ．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Ｔｏｏｌ ＆ Ｈｙｄｒａｕ⁃
ｌｉｃｓ，２００１，２１（６）：４１－４３．

［５］ 　 王春波，李超，雷鸣． 水蒸气对煤焦恒温下燃烧特性的影响

［Ｊ］ ． 中国电机工程学报，２０１３，３３（３２）：８－１４．
ＷＡＮＧ Ｃｈｕｎｂｏ，ＬＩ Ｃｈａｏ，ＬＥＩ Ｍ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ｖａｐｏｒ ｏｎ ｔｈｅ
ｉｓｏｔｈｅｒｍａｌ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ｏａｌ ｃｈａｒ ［Ｊ］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ＳＥＥ，２０１３，３３（３２）：８－１４．

［６］ 　 刘天新，沈青． 水蒸气助燃机理的研究与应用 ［Ｊ］ ． 中国能源，
１９９５（１０）：２０－２３．
ＬＩＵ Ｔｉａｎｘｉｎ， ＳＨＥＮ Ｑ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ｅａｍ ｃｏｍ⁃
ｂｕｓｔｉｏｎ －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Ｊ］ ． Ｃｈｉｎａ ｅｎｅｒｇｙ， １９９５（１０）：
２０－２３．

６９

中国煤炭行业知识服务平台 www.chinacaj.net



王　 菁等：水蒸气在 ＮＯｘ控制技术中机理研究及应用进展 ２０２１年第 ５期

［７］ 　 乔木森． 高温固定床煤粉燃烧特性及污染物排放实验研究

［Ｄ］． 北京：华北电力大学，２０１５．
［８］ 　 ＺＡＢＥＴＴＡ Ｅ Ｃ ， ＨＵＰＡ Ｍ ， ＳＡＶＩＨＡＲＪＵ Ｋ ．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ＮＯｘ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ｕｓｉｎｇ ｆｕｅｌ ｓｔａｇｉｎｇ， ａｉｒ ｓｔａｇ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ｎｏｎ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ｙｎｅｒｇｙ［ Ｊ］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０５， ４４（１３）： ４５５２－４５６１．

［９］ 　 董陈，赵树春，徐宏杰，等． 燃煤锅炉 ＳＮＣＲ 脱硝工艺关键技术

［Ｊ］ ． 热力发电，２０１６，４５（１２）：７３－７７，８８．
ＤＯＮＧ Ｃｈｅｎ， ＺＨＡＯ Ｓｈｕｃｈｕｎ， ＸＵ Ｈｏｎｇｊｉｅ， ｅｔ ａｌ． Ｋｅｙ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ｆ ＳＮＣＲ ｄｅｎｉｔ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ｆｏｒ ｃｏａｌ ｆｉｒｅｄ ｂｏｉｌｅｒｓ ［Ｊ］ ． Ｔｈｅｒ⁃
ｍ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６，４５（１２）：７３－７７，８８．

［１０］ 　 ＪＡＶＥＤ Ｍ Ｔ，ＩＲＦＡＮ Ｎ，ＧＩＢＢＳ Ｂ Ｍ．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ｇｅｎ⁃
ｅｒａｔｅｄ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ｏｘｉｄｅｓ ｂｙ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ｎｏｎ－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０７，８３（３）：２５１－２８９．

［１１］ 　 ＴＡＫＡＨＡＳＨＩ Ｓ， ＹＡＭＡＳＨＩＴＡ Ｉ ， ＫＯＲＥＭＡＴＳＵ Ｋ ．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ｄｅＮＯｘ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ｂｙ ａｍｍｏｎｉａ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Ｊ］ ． ＪＳＭ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１９９０， ３３（２）：３７７－３８３．

［１２］ 　 吕洪坤． 选择性非催化还原与先进再燃技术的实验机理研究

［Ｄ］． 杭州：浙江大学，２００９．
［１３］ 　 ＭＩＬＬＥＲ Ｊ Ａ，ＢＯＷＭＡＮ Ｃ 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ｏｆ ｎｉｔｒｏ⁃

ｇｅｎ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ｉｎ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Ｊ］ ．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Ｅｎｅｒｇｙ ＆ Ｃｏｍｂｕｓ⁃
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８９，１５（４）：２８７－３３８．

［１４］ 　 ＤＵＯ Ｗｅｎｌｉ， ＫＩＭ Ｄａｍ－ｊｏｈａｎｓｅｎ，ＫＮＵＤ Øｓｔｅｒｇａａｒｄ， ｅｔ ａｌ． Ｗｉｄ⁃
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ＤｅＮＯｘ 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ｎ ｅｘ⁃
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Ｊ］ ．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ｎ Ｃｏｍ⁃
ｂｕｓｔｉｏｎ， １９９１，２３（１）： ２９７－３０３．

［１５］ 　 郝江涛，于伟，卢平，等． 烟气组分和添加剂对选择性非催化

还原脱硝特性的影响 ［ Ｊ］ ． 中国电机工程学报， ２０１５，３５
（１２）：３０５４－３０６０．
ＨＡＯ Ｊｉａｎｇｔａｏ， ＹＵ Ｗｅｉ， ＬＵ Ｐｉｎｇ， ｅｔ 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ｆｌｕｅ
ｇａｓ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ＮＯ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ｎｏｎ－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 Ｊ］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ＳＥＥ，
２０１５，３５（１２）：３０５４－３０６０．

［１６］ 　 ＨＡＯ Ｊ，ＹＵ Ｗ，ＬＵ Ｐ，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Ｎａ ／ Ｋ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ｆｌｙ⁃
ａｓｈ ｏｎ ＮＯ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ＳＮＣＲ ｐｒｏｃｅｓｓ ［ Ｊ］ ． Ｃｈｅ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２０１５，１２２（３）：２１３－２１８．

［１７］ 　 吕洪坤，杨卫娟，周俊虎，等． 水蒸气对选择性非催化还原反

应影响的实验研究 ［ Ｊ］ ． 中国电机工程学报，２０１０，３９（１４）：
５２－５７．
ＬＹＵ Ｈｏｎｇｋｕｎ，ＹＡＮＧ Ｗｅｉｊｕａｎ，ＺＨＯＵ Ｊｕｎｈｕ，ｅｔ 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ｖａｐｏｒ ｏｎ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ｎｏｎ－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Ｏｘ［Ｊ］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ＳＥＥ，２０１０，３９（１４）：５２－５７．

［１８］ 　 郝江涛． 生物质高级再燃脱硝试验及 ＮＯ还原化学动力学模

拟 ［Ｄ］．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２０１４．
［１９］ 　 姜金东，林晨，张曜，等． 工艺操作参数对烟气 ＳＮＣＲ 脱硝性

能影响的数值模拟 ［ Ｊ］ ． 中国电机工程学报，２０１８，３８（２）：
３８３－３８９．
ＪＩＡＮＧ Ｊｉｎｄｏｎｇ，ＬＩＮ Ｃｈｅｎ，ＺＨＡＮＧ Ｙａｏ，ｅｔ ａｌ．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ｎ ｆｌｕｅ ｇａｓ ｄｅｎｉｔｒｉｆｉ⁃
ｃ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ＳＮＣＲ［Ｊ］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ＳＥＥ，２０１８，
３８（２）：３８３－３８９．

［２０］ 　 孙桐． 循环流化床锅炉 ＳＮＣＲ 脱硝及 ＮＯ 还原动力学的数值

模拟研究 ［Ｄ］．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２０１６．
［２１］ 　 钟北京，施卫伟，傅维标． 煤再燃过程中燃料特性对 ＮＯ 还原

的影响 ［Ｊ］ ． 燃烧科学与技术，２００１，７（２）：１１５－１１９．
ＺＨＯＮＧ 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ＨＩ Ｗｅｉｗｅｉ，ＦＵ Ｗｅｉｂｉａｏ．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ｆｕｅｌ ｃｈａｒ⁃
ａｃｔｅｒｓ ｏｎ ＮＯ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ｃｏａｌ ｒｅｂｕｒｎｉｎｇ ［Ｊ］ ． Ｊｏｕｒ⁃
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１， ７ （ ２ ）：
１１５－１１９．

［２２］ 　 苟湘，周俊虎，周志军，等． 水蒸气对煤粉再燃还原 ＮＯ 的影

响 ［Ｊ］ ． 化工学报，２００７，５８（１０）：２６２９－２６３５．
ＧＯＵ Ｘｉａｎｇ，ＺＨＯＵ Ｊｕｎｈｕ，ＺＨＯＵ Ｚｈｉｊｕｎ，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ｖａｐｏｒ ｏｎ ＮＯ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ｂｙ ｐｕｌｖｅｒｉｚｅｄ ｃｏａｌ ｒｅｂｕｒｎｉｎｇ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２００７，５８（ １０）：
２６２９－２６３５．

［２３］ 　 苟湘，周俊虎，周志军，等． 水蒸气对煤粉燃烧生成 ＮＯ 的影

响 ［Ｊ］ ． 热力发电，２００７，３６（１０）：９－１３，２７．
ＧＯＵ Ｘｉａｎｇ，ＺＨＯＵ Ｊｕｎｈｕ，ＺＨＯＵ Ｚｈｉｊｕｎ，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ｖａｐｏｒ ｕｐｏ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Ｏ ｉｎ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ｕｌｖｅｒｉｚｅｄ ｃｏａｌ ［Ｊ］ ．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７，３６（１０）：
９－１３，２７．

［２４］ 　 ＳＨＵ Ｙ，ＷＡＮＧ Ｈ，ＺＨＵ Ｊ，ｅｔ ａｌ． 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ｈｅｔｅｒｏ⁃
ｇｅｎｅｏｕｓ ＮＯ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ｂｙ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ｒｅｂｕｒｎｉｎｇ ［Ｊ］ ． Ｆｕｅ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５，１３２：１１１－１１７．

［２５］ 　 郝江涛，于伟，卢平，等． 水蒸气与添加剂对生物质再燃 ／高级

再燃脱硝特性的影响 ［ Ｊ］ ． 中国电机工程学报， ２０１４， ３４
（１１）：１７５５－１７６６．
ＨＡＯ Ｊｉａｎｇｔａｏ，ＹＵ Ｗｅｉ，ＬＵ Ｐｉｎｇ，ｅｔ 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ｖａｐｏｒ
ａｎｄ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ＮＯ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ｒｅｂｕｒｎｉｎｇ ／ ａｄ⁃
ｖａｎｃｅｄ ｒｅｂｕｒｎｉｎｇ ［Ｊ］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ＳＥＥ，２０１４，３４（１１）：
１７５５－１７６６．

［２６］ 　 郝江涛，于伟，卢平，等． 操作参数对生物质再燃脱硝特性的

影响 ［Ｊ］ ． 南京师范大学学报（工程技术版），２０１３，３（ ４）：
２９－３４．
ＨＡＯ Ｊｉａｎｇｔａｏ，ＹＵ Ｗｅｉ，ＬＵ Ｐｉｎｇ，ｅｔ 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ａ⁃
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ｎ ＮＯ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ｒｅｂｕｒｎｉｎｇ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Ｅｄｉ⁃
ｔｉｏｎ），２０１３，３（４）：２９－３４

［２７］ 　 ＷＡＮＧ Ｅ，ＺＨＡＮＧ Ｍ．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ｖａｐｏｒ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ａｎｅ ｒｅｂｕｒｎ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Ｊ］ ． Ｅｎｅｒｇｙ ＆
Ｆｕｅｌｓ，２０１２，２６（６）：３２１２－３２１７．

［２８］ 　 ＴＲＥＥ Ｄ Ｒ，ＣＬＡＲＫ Ａ Ｗ．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ｒｅｂｕｒｎｉｎｇ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ａ ｐｕｌｖｅｒｉｚｅｄ ｃｏａｌ ｆｌａｍｅ ［ Ｊ］ ． Ｆｕｅｌ，
２０００，７９（１３）：１６８７－１６９５．

［２９］ 　 沈伯雄，孙幸福． 水蒸汽对先进再燃区脱硝效率的影响研究

［Ｊ］ ． 电站系统工程，２００６，２２（１）：４１－４３．
ＳＨＥＮ Ｂｏｘｉｏｎｇ，ＳＵＮ Ｘｉｎｇｆｕ．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ｒｅ⁃
ｂｕｒｎｉｎｇ ｔｏ Ｄｅ－ＮＯ ｕｎｄｅｒ ｈｉｇｈ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 Ｊ］ ．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６，２２（１）：４１－４３．

［３０］ 　 ＬＵ Ｐ，ＨＡＯ Ｊ，ＷＥＩ Ｙ，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ｖａｐｏｒ ａｎｄ Ｎａ ／ Ｋ ａｄ⁃
ｄｉ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ＮＯ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ｒｅｂｕｒｎｉｎｇ ［Ｊ］ ．
Ｆｕｅｌ，２０１５，１７０：６０－６６．

７９

中国煤炭行业知识服务平台 www.chinacaj.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