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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电厂落煤斗堵煤现象的分析及改进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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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落煤斗堵煤一直是困扰热电厂循环流化床锅炉运行的重要问题。在总结其他电厂经验的基础上，结
合自身实际，对给煤系统进行改造，以双曲线型煤斗代替方锥形煤斗并对播煤风系统进行了改造，有效地解

决了落煤斗堵煤问题，即使在阴雨天气的情况下也能够畅通上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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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长期以来，困扰电厂运行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

落煤斗经常堵煤，特别是在阴雨天煤的表面水分高的

时候就更加严重，堵煤的重点部位为给煤机的入口和

煤斗下部０～３ｍｍ范围内。每班运行人员都要用大
锤敲打煤斗、壳体来投通，这样，不仅严重影响了循环

流化床锅炉的安全运行，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还会

对工人的人身安全构成威胁。在火力发电厂中，循环

流化床锅炉落煤斗堵煤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是一个带

有共性的问题。堵煤主要是落煤斗下煤不畅所致，而

由于给煤机、磨煤机等设备工作不当造成堵煤的现象

则很少出现。通过对影响落煤斗堵煤的主要因

素———燃煤粒径和表面水分的分析，从工艺系统设计

的角度进一步采取措施非常困难。作者认为，改进的

重点应放在对落煤斗的改造上面，如减少煤斗壁的阻

力、增加煤的流动性、改变煤斗的形状等。本文重点

探讨落煤斗堵煤的原因及改进方法。

１　常见的堵塞现象

１．１　卡塞现象
这种现象绝大多数发生在煤斗的漏口附近，主

要是块料之间发生机械性卡咬的结果。卡咬的块料

多由３～５块组成，由于互相楔紧，往往形成很稳定
的外壳。发生这种堵塞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块料太大

或漏口断面尺寸相对太小。

１．２　成拱现象
较大块的物料在卸料过程中，由于偶然的排列，

在煤斗断面积较小处（如卸料口处）形成坚固的棚拱，

使位于拱上的物料不能落下而堵塞料斗。发生成拱

现象主要是由于卸载时的冲击负荷及贮料的自重对

上述各处贮料压实的结果。它比卡塞现象更稳定。

随着堵塞时间的延长，拱壳越来越厚而且也更加坚

固。结拱现象往往是由一个整体和和较大范围的稳

定状态的煤来维持，而卡塞现象往往只是由其外壳的

稳定性来维持［１］。颗粒状贮料容易发生卡塞，粉状黏

结性贮料容易结拱，煤斗口的结拱较易处理，斗体下

部的结拱处理极为困难，而且也很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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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结块现象
小块或细料中的某些煤有的具有结块性，它们

最初有可流动性，当在煤斗储存一段时间后，由于受

上部煤层长时间压力作用，使其由松散的粒状压缩

成紧密状，也产生内拱。

１．４　黏附现象
含有黏土的煤被压在斗壁之后可形成密实的煤

块，并与斗壁紧密地胶接在一起，特别是经过斗底的

漏斗时，在其壁上更易发生黏附。远离斗壁的物料

继续往上流，黏接在斗壁上的物料形成一个物料的

漏斗，其内表面具有很规则的形状，好像一个尺寸较

大的圆锥形管子，使煤斗断面减小，因而创造了容易

结拱的条件。轻微的黏附现象对保护斗壁有好处，

但严重的黏附现象会使其处理十分困难［２］。

１．５　结冻现象
在我国北方，冬季比较寒冷，若燃用水分在６％

以上的煤炭而煤斗没有加温设备的话，就有可能发

生冻结现象。冻结现象首先从斗壁开始，然后逐渐

往煤斗中间发展，斗内的煤炭冻结后会使卸煤发生

困难并堵塞卸料口。

１．６　棚盖现象
贮斗的棚死现象多发生在斗内的防护被破坏后

（如斗壁由于防护不当而大片脱落），由上口卸入杂

物造成了斗内的棚死。

２　堵煤原因分析

在一般情况下，１台循环硫化床锅炉设置４台给
煤机和２个落煤斗，但会存在以下问题：运行中频繁
发生给煤机堵煤、断煤现象；斗壁挂煤严重；特别是雨

季煤较湿，堵煤现象更为严重。经过认真观察分析，

作者认为堵煤现象频繁发生的原因主要有２个。
（１）入炉煤含水量较大，增加了煤的黏度。实

践证明：当煤中水的质量分数为８％ ～１５％时，煤的
黏性最大，煤在煤斗中极容易结块而发生堵煤现象。

（２）煤斗结构不合理。煤斗设计为方锥型，２台
给煤机共用１个落煤斗。中间分叉后变２个煤斗接
入给煤机，由于斗壁４角产生“双面摩擦”和挤压，
越接近下煤口部位摩擦力和挤压力会越大，所以，在

４角部位积煤特别严重，如果原煤较湿或煤块较疏
松时，则很容易出现下煤不畅，最终发展为堵塞。

３　改进措施

３．１　加装振动器代替人工敲打
煤斗一旦出现堵煤的情况，现场运行人员基本

上采用重锤击打方法使原煤受到振动而下落方式进

行疏通。实践表明，手动敲打时，由于外力的作用不

连续，多次敲打后，基本上可以疏通原煤（严重堵塞

时还要附以其他手段疏通），但是效率低且可能危

及工人的人身安全。为此，有些电厂在给煤机上装

了振动装置代替人工敲打。

但振打装置若设置不当，振动器振打含水量大

的煤会使其则越振越密实，不能彻底解决堵煤问题。

实践证明，这种方法并不可行。

３．２　在落煤斗内衬高分子塑料板并设置空气炮
原设计的锅炉给煤系统由炉前螺旋给煤机、计

量给煤机、煤斗组成。长期以来，由于炉前螺旋给煤

机卡死、销子断裂及煤斗蓬煤、堵煤等故障，严重影

响锅炉安全运行。有些电厂在落煤斗内衬超高分子

塑料板并分别设有多组空气炮，以防止煤斗壁黏煤、

蓬煤而影响锅炉安全运行。高密度的高分子板的摩

擦系数很小（钢与钢之间的摩擦系数为０．３，高分子
板之间的摩擦系数为０．１），加装后可减少煤与煤斗
侧壁的摩擦力，有利于改善堵煤现象。

这种改进虽然有一定效果，堵煤次数有一定的

减少，但不能彻底解决落煤斗的堵煤问题，只是起到

了缓解作用。同时，落煤斗内壁采用合成材料，价格

昂贵，效果不明显。空气炮作用面积小，容易形成鼠

洞，应用效果不佳。尤其是在夏、秋雨季，煤中水分

大（一般在６％ ～１２％）且灰分高（３０％ ～４０％），煤
斗鞘度大时，煤粉会在斗壁上黏结，并逐渐增厚。由

于煤斗结构为上宽下窄的漏斗型，原煤在煤斗内靠

自重自上而下流动，越往下，流通面积越小，到煤斗

下部闸门时截面积最小，这是造成堵煤、蓬煤的主要

原因。该改进方式的效果也不理想。

３．３　将方锥形煤斗改为双曲线形煤斗
结合其他热电厂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河南

省商电铝业集团公司丰源热电厂从二期工程＃５炉
开始，着手对给煤系统进行改造，将方锥金属煤斗换

为现在的双曲线形金属煤斗，煤斗下口斗部分设计

成双曲线型，如图１所示［３］。

双曲线型煤斗能够实现煤的整体流动，它具有

２个主要特点。
（１）下口斗壁倾角是变化的，从上缘开始，越往

下角度越大，当煤块由 Ａ１－Ａ１截面向 Ａ２－Ａ２截面
流动时，虽然截面积减少，煤粒压紧，但由于斗壁倾

角变大，使煤粒与斗壁间的摩擦力变小，垂直分力变

大，流速加快，达到煤粒在煤斗中呈现均匀的整体流

动状态［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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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双曲线形煤斗示意图

　　（２）煤斗壁面的变化呈指数曲线的轨迹，令其
截面收缩率等值或近似等值，从而形成均匀的连续

流。采用双曲线煤斗后，煤斗的堵煤现象基本消失。

由于阴雨天上煤仍旧频发生堵煤现象，作者适

时对播煤风系统也进行了改进，在４路播煤风中的
上面两路播煤风管内，安装可以控制开关的门芯，遇

到阴雨天气，上湿煤时把上部播煤风管开关打开，增

加进风量使湿煤不易粘在管壁上。经过＃６～＃９炉的
试验，从理论到实践，不断总结完善，锅炉给煤系统

改造的技术日趋成熟。该技术不仅确保了给煤系统

的安全运行，而且每台炉每班还可省掉一个“捣煤

工”，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改造后的给煤系统

运行状况良好，没有出现严重断煤和给煤机销、轴断

裂现象，顺利通过了连续阴雨天气的考验。

改进后的落煤斗，投入运行后取得了良好的使

用效果，该落煤斗几乎不堵煤，彻底解决了循环流化

床落煤斗堵煤问题。

４　结论

在火电厂输煤系统中，在煤斗下口设置双曲线

煤斗，由于其畅通能力强，是一项防止堵煤的有效措

施，使用效果良好，在一般情况下可消除堵塞现象。

针对夏季阴雨天上煤煤质水分大、黏附性强的特点，

作者对播煤风系统也进行了合理改造，阴雨天频繁

堵煤的现象得到有效遏止，取得了良好的使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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