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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循环流化床锅炉床下动态点火  

 

郝铁军  （黑龙江岁宝热电有限公司，黑龙江哈尔滨，524084）  

摘 要：阐明了循环流化床床下动态点火的实际操作步骤及其影响因素。 

关键词：循环流化床；动态点火；底料；一次风；二次风；返料风  

  循环流化床锅炉因其高效率、低污染、煤种适应性广等优点广泛应用于电力、供热领域。然而，循

环流化床锅炉的点火启动却一度成为广大司炉人员和锅炉设计人员的难题，即使很熟练的司炉人员也很

难保证百分之百的点火成功率，这主要是由于过去点火启动大多采用床上静态点火，随着锅炉容量的增

大，布风板面积的扩大，同时兼顾布风的均匀和炉内温度场的平稳越来越难以把握。随着锅炉设计上

“水冷风室”的实现，床下动态点火成为当前应用最广泛的循环床启动方式。 

  1 床下动态点火 

  1．1 具有较高挥发份燃料（Vr＞10）的点火启动 

  这类煤的燃点一般较低（450～500℃），点火相对简单，其操作步骤为：首先应检查并做好锅炉点

火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向炉内铺设约450 mm厚的底料，作冷态试验，检查布风板布风均匀性及确定最低

流化风量。冷态试验合格后，启动引风机，3～4 min后则可启动一次风机（可先关闭一次风道风门，只

以点火风作为流化风）增大送风量，使料层达到最低流化状态，启动点火油泵，调整油压后点火，并调

整火焰中心，调整风室温度大约700℃（可适度开启一次风门）。待底料加热至450℃左右时，可开启给

煤机适量投煤，同时应增大一次风量，使床层流化稳定，料层温度平稳上升。料层温度上升至800℃左右

时，加大一次风量，使料层充分流化，加大给煤量，同时撤出油枪。最后调整好给煤量和送风量，使床

温稳定在适宜的水平上（850～900℃）投入二次风机，并逐步增大返料风量，稳定好工况。点火过程完

成。 

  1．2 挥发份较低燃料（Vr＜10）的点火启动 

  这类煤的燃点相对较高（500℃以上），如果简单用热风加热物料可能会面临如下问题：（1）点火

时间 很长，消耗点火油量增加，启动费用上升；（2）若增加油枪出力、提高风室温度，则有可能影响

床上风帽的安全使用；（3）若采用较小流化风量，则对防止低温结焦产生不利影响。对于这类燃料，在

实际操作中可待底料加热至400℃左右时，向炉内投入适量的引燃煤（挥发份较高的易燃煤种）或木炭

（木炭效果较好），同时增大一次风量，使料层达到稳定流化状态，确保底料温度平稳上升。当床温达

到800℃左右时，可启动给煤机适量给煤，进煤前应投入适量返料风，并加大一次风量使料层充分流化，

同时撤出油枪。调整好投煤量和一次风量，使床温稳定在900～950℃，加大返料风量，稳定运行。 

  2 影响点火过程的主要因素 

  2．1 关于点火时所需底料配置问题 

  底料是循环流化床中主要的蓄热体和载热体，其性质直接影响锅炉点火的成功率。一般床下动态点

火所需静止料层厚度应在450 mm左右，料层过薄，床层稳定性差，易造成布风不均，床层的温度场不均



匀，结焦的可能性加大；料层过厚，虽然会增加底料在炉膛中的蓄热能力，床温相对稳定，但点火时间

过长，热损失增加。 

  底料的粒度应在8mm以下，且比重不宜过大，粒度分配要合理（0．5 mm以下约15％，5～8 mm约

10％）。大颗粒过多，所需流化风量大，不易将燃料加热至燃点：小颗粒过多，启动过程中，底料可能

会被大量带走，使料层减薄，容易造成局部吹穿而导致点火失败。 

  底料中的含碳量应控制在5％以下，含碳量过高床温会上升很快，难以控制，引起爆燃结焦。 

  2．2 关于点火时风量的控制 

  为了保证整个床面的料层快速均匀加热，底料应处于全流化状态，但流化风量不宜过大，风量过

大，流化风所带走的热量随之增加，不利于床温的快速稳定升高，热损失也相对较大；另外，在投煤

后，如果风速过大会将易着火的细煤粒带出密相区，造成密相区蓄热量降低，延长点火时间。所以，在

点火初期，应投入较小流化风量，但也应满足使底料良好混合而流化所需的风量，否则不利于全床料层

的均匀加热而造成局部温度过高引起低温结焦。 

  2．3 关于点火过程中床温测点的选择 

  点火过程中，所有的调节操作都强烈依赖对炉内温度的准确把握（如给煤时机与给煤量、回料时机

与回料量、油枪撤出时机等）。因此，选择能够反应煤着火环境真实情况的床温测点，用以捕捉、提供

准确信息进行相应操作，就显得十分重要。但由于受到油枪火焰中心的影响，炉膛四周各处温度测点偏

差较大，若测点选择不当，则不利于顺利点火。实践证明，位于流化料层中且远离火焰中心的测点最能

真实反映料层的温度状况，一般选择两侧炉门下的温度测点作为温控点。 

  2．4 关于低挥发份煤启动中木炭、给煤以及油枪撤出的说明 

  在点火过程中，给煤时机的把握是非常关键的，如果在床温未达到煤的燃点就开始投煤，这些未燃

煤会在料层中大量积聚，这不但无助于提高床温，而且容易在床温上升后引起爆燃，造成结焦。所以在

给煤操作之前，应将料层加热到较高的温度（800℃左右）时才投煤，以利于煤的迅速着火，消除爆燃隐

患。投煤后，煤与燃油、木炭争氧燃烧可能会因氧不足造成床温下降，所以，投煤时便可撤出油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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