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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γ－Ｆｅ２Ｏ３的高梯度磁场中燃煤
可吸入颗粒物脱除实验

张　宇，吴　新，丛　俊，杨荣清，马海艳
（东南大学 能源与环境学院，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９６）

摘　要：利用流化床气溶胶发生器分别产生２种不同磁特性的燃煤可吸入颗粒物，在高梯度磁场
试验装置中通过添加γ－Ｆｅ２Ｏ３进行了可吸入颗粒物脱除的实验研究．结果表明，γ－Ｆｅ２Ｏ３对高
梯度磁场中提高可吸入颗粒物的脱除效率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当 γ－Ｆｅ２Ｏ３的添加量为０００３～
００１２ｇ／ｇ（飞灰）时，２种可吸入颗粒物的总脱除效率提高了２０％ ～５０％不等，并且 γ－Ｆｅ２Ｏ３
对饱和磁矩较大样品的脱除效率促进作用较大；可吸入颗粒物脱除效率随外加磁场、磁介质填充

率、磁种与飞灰质量比的增加而增大；磁场开启后，可吸入颗粒物脱除效率的变化可分为缓慢提

高、快速提高和稳定３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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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煤炭是我国的主要一次能源，燃煤排放的细微飞灰粒子成为大气可吸入颗粒物 （通常用 ＰＭ１０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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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来源之一［１］．可吸入颗粒物影响大气能见度，导致酸雨以及光化学烟雾，并且易富集酸性物质、
有机污染物、病菌等有害物质，对环境和人体都有较大危害［２，３］．常规的除尘方式如电除尘、布袋除尘以
及旋风除尘等对燃烧源ＰＭ１０尤其是ＰＭ２５的排放缺乏有效的控制．研究发现，燃煤可吸入颗粒物中铁等金
属氧化物含量较高［４～６］．因此应用高梯度磁分离技术控制燃煤可吸入颗粒物污染是值得研究的方向．磁介
质磁化后自身会产生一个磁场，与外加磁场相互叠加，在磁介质的周围形成较高的磁场梯度，磁化后的颗

粒受到磁场梯度力的作用而被磁介质吸附，这就是高梯度磁分离的原理［７］．高梯度磁分离技术在环境工
程领域有较广泛的应用［８，９］，但在控制燃煤可吸入颗粒物排放的理论与试验方面的相关报道还比较少．

由于燃煤可吸入颗粒物的磁性较弱，直接采用外加磁场聚并脱除的效率较低．而强磁性磁种与飞灰粒
子的磁相互作用力远大于飞灰粒子间的磁相互作用力，因此可以添加磁性颗粒物，利用磁性与非磁性颗粒

在磁场中运动的明显差异，增大颗粒物的碰撞与结合的几率，得到尺寸更大的颗粒团，提高脱除效率．
γ－Ｆｅ２Ｏ３是一种顺铁磁性物质，磁化后具有较高的饱和磁化强度，另外γ－Ｆｅ２Ｏ３活化能较低，还可以作
为ＳＣＲ脱硝反应的催化剂［１０］，有望在ＰＭ１０与ＮＯｘ协同脱除中得到应用．本文通过在燃煤飞灰中加入γ－
Ｆｅ２Ｏ３，改变外加磁场强度、磁介质填充率Ｗ、飞灰种类，磁种与飞灰质量比 Ｒ、外加磁场作用时间等因
素，研究其对可吸入颗粒物脱除效率的影响．

１　实　　验

１１　实验材料
选用东胜烟煤、大同烟煤燃烧产生的飞灰作为燃煤可吸入颗粒物样品源．其磁性特征如图１所示．可

以发现，当外加磁场为００５Ｔ时东胜烟煤与大同烟煤的颗粒都已趋近饱和磁化，其饱和磁化强度分别为
４４×１０３，２７５×１０３Ａ／ｍ．由此可知，东胜烟煤的饱和磁化强度大于大同烟煤的饱和磁化强度．

图１　样品磁性特征
Ｆｉｇ１　Ｈｙｓｔｅｒｅｓｉｓｌｏｏｐｓｏｆ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图２　镍丝和γ－Ｆｅ２Ｏ３的磁性特征

Ｆｉｇ２　ＨｙｓｔｅｒｅｓｉｓｌｏｏｐｓｏｆＮｉｗｉｒｅａｎｄγ－Ｆｅ２Ｏ３

磁种子采用粒径为１～３μｍ的 γ－Ｆｅ２Ｏ３粉末，磁介
质为０３５ｍｍ的纯镍丝．镍丝和 γ－Ｆｅ２Ｏ３磁性特征如
图２所示．由图２可知，镍丝和 γ－Ｆｅ２Ｏ３的饱和磁化强
度分别为３４４×１０５Ａ／ｍ和１１８×１０５Ａ／ｍ．
１２　实验仪器和装置

如图３所示，实验装置主要由３部分组成：可吸入颗
粒物发生段、磁场实验段、实验测试段．磁性可吸入颗粒
物发生系统采用东南大学热能工程研究所研制的流化床干

颗粒气溶胶发生器，该发生器以不锈钢珠为床料，粒径在

１００～１２０μｍ，混以适量用来产生气溶胶的飞灰颗粒，飞
灰颗粒被气体介质夹带出流化床形成 ＰＭ１０气溶胶

［１１］．磁场实验段采用大小可调的直流电磁铁产生磁场，
并在有机玻璃通道中放入镍丝格栅以产生高梯度磁场；实验测试段采用芬兰 Ｄｅｋａｔｉ公司生产的电感式低

６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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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实验流程
Ｆｉｇ３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ｙｓｔｅｍ

压冲击颗粒分析仪 （ＥＬＰＩ）进行实验数据的采集分析．
１３　实验方法

试验时首先将床料和飞灰按照一定质量比例充分混

合后加入气溶胶发生器．产生的气溶胶先通入空通道，
以此时测得的颗粒物数量浓度作为入口浓度进行测量．
测量完毕后加入磁介质格栅，并进行各种工况的调节，

得到相应工况下颗粒物的出口浓度．通过对比各粒径下
可吸入颗粒物浓度变化，得到高梯度磁场中可吸入颗粒

物的脱除效率．再将床料和混有一定比例γ－Ｆｅ２Ｏ３粉末的飞灰混合后加入气溶胶发生器，重复上述步骤，
就得到了基于γ－Ｆｅ２Ｏ３可吸入颗粒物的脱除效率，对比相同条件下的脱除效率，可以得到γ－Ｆｅ２Ｏ３对可
吸入颗粒物的脱除影响．

２　实验结果及讨论

图４　外加磁场强度和总脱除效率的关系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ｆｌｕｘｄｅｎｓｉｔｙｏｎ

ｔｏｔａｌ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ｒｅｍｏｖａｌ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Ｒ———磁种与飞灰质量比；Ｗ———磁介质填充率

２１　外加磁场强度对脱除效率的影响
如图４所示，燃煤可吸入颗粒物的脱除效率随着外

加磁场强度的增大而提高，但其增幅在减小，并趋向于

稳定在一定的数值．可以发现，外加磁场强度由０１Ｔ增
大到０２Ｔ时，未加入 γ－Ｆｅ２Ｏ３样品的脱除效率由约
１２％增大到约２０％，而加入γ－Ｆｅ２Ｏ３样品的脱除效率由
约２０％增大到约 ２８％．由此可知，在较低强度的磁场
中，加入γ－Ｆｅ２Ｏ３比未加入 γ－Ｆｅ２Ｏ３的样品脱除效率
提高大约６５％；但当磁场强度由０６Ｔ增大到０８Ｔ时，
２种样品各自的脱除效率分别增加了 ３％左右，且加入
γ－Ｆｅ２Ｏ３比未加入γ－Ｆｅ２Ｏ３的样品脱除效率只提高了大
约１２％．这是因为在较低磁场强度的情况下，随外加磁
场的增加，粒子的磁化强度增大，粒子间作用力增大，颗粒物脱除的全效率得到提高．且在加入 γ－
Ｆｅ２Ｏ３后，颗粒之间的磁团聚力增加，团聚效果更加显著，所以比未加入 γ－Ｆｅ２Ｏ３的样品更易被脱除；
但在粒子达到饱和磁化后，无论加不加入 γ－Ｆｅ２Ｏ３，颗粒之间的磁团聚力不再随磁感应强度的增强而增
大，所以脱除效率不再随磁感应强度的增强而提高．

图５　磁介质填充率 （Ｗ）和分级效率的关系
Ｆｉｇ５　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ｍｅｄｉｕｍｆｉｌｌｒａｔｉｏｏｎ

ｓｉｎｇｌｅｓｉｚｅｄ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ｒｅｍｏｖａｌ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２２　磁介质填充率 （Ｗ）对分级脱除效率的影响
由图 ５可看出，当磁介质填充率由 ０６增加到

１２时，粒径为１８４μｍ的颗粒的脱除效率由约３５％提高
到约５５％，而总脱除效率提高了１８７％．这主要是由于
颗粒到达第１排时会有部分颗粒未被镍丝捕集而直接穿
过，到达第２排时可以重新被镍丝捕获，从而使颗粒捕集
效率得到明显提高．当磁介质填充率由 １２增加到
１７时，粒径为１８４μｍ的颗粒的脱除效率由约５５％提高
到约６５％；但磁介质填充率继续由１７增加到２３时，各
粒径颗粒脱除效率的增加幅度并不很大．这是由于此时颗
粒物的脱除效率已较高，到后面几排镍丝时，颗粒物浓度

已较低，继续增加填充率脱除效率增加不明显．

７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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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磁种与飞灰质量比对总脱除效率的影响
Ｆｉｇ６　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ｒａｔｉｏｏｆγ－Ｆｅ２Ｏ３ｔｏ

ｔｈｅｆｌｙａｓｈｏｎｔｏｔａｌ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ｒｅｍｏｖａｌ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２３　磁种与飞灰质量比对脱除效率的影响
如图６所示，随着磁种γ－Ｆｅ２Ｏ３添加量的增加，脱

除效率也逐渐增大．当γ－Ｆｅ２Ｏ３与飞灰的质量比由０提
高到００１６时，东胜烟煤所产生细颗粒的总脱除效率由
约２４％增加到４１％，而大同烟煤所产生细颗粒的总脱除
效率由约２０％增加到３３％．这是由于随着 γ－Ｆｅ２Ｏ３的
增加，磁种对颗粒物的聚并增强，得到尺寸更大的颗粒

团，由于粒子间磁偶极子相互作用力与其体积成正比，

因而，颗粒间磁偶极子力随粒径的增大而增加，颗粒间

磁偶极子力增大，便于进一步的脱除，提高脱除效率．
另外，由于东胜烟煤飞灰的饱和磁化强度大于大同烟煤

图７　外加磁场作用时间对总脱除效率的影响
Ｆｉｇ７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ｏｔａｌ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ｒｅｍｏｖａｌ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ｗｉｔｈｔｉｍｅ

飞灰，东胜烟煤飞灰与γ－Ｆｅ２Ｏ３的聚并效果明显强于大
同烟煤飞灰，因此脱除效率也较高．
２４　外加磁场作用时间对脱除效率的影响

如图７所示，当加入磁场后，脱除效率一开始随时
间推移而提高，当作用到３０ｓ左右时，脱除效率不再随
着作用时间的增加而增加，而稳定在一定的数值．这是
因为刚开始颗粒在磁场中运动时间短，吸附在镍丝上的

大部分颗粒将被气流带走，其中以小颗粒居多，部分大

颗粒将优先被镍丝捕集，然而由于大颗粒的入口浓度很

低，所以全效率起初不是很高．随着时间的推移，颗粒
愈积愈多，而且由于同时存在磁团聚的作用，此后全效

率逐渐提高．但是由于镍丝在吸附颗粒的同时必然导致其表面上捕集点的减少，随后进入磁场试验段的颗
粒被镍丝吸引的的机会相应减少，镍丝上沉积的颗粒组成的新捕集点一方面增强了对颗粒捕集能力，另一

方面当积累到一定程度其也会受气流作用而不断脱落并因重力作用掉入通道中．当沉积和脱落分别接近一
定速率时，表现出来的分级效率就会如图７中后半段 （从３０ｓ左右开始）所示的趋于饱和，即颗粒在镍
丝上的聚集量将基本维持不变．

３　结　　论

（１）磁场强度越大，可吸入颗粒物脱除效率越高．但通过提高磁场强度来提高脱除效率是有限度的，
当颗粒物达到饱和磁化强度时，脱除效率也将达到极限值而不再增加．

（２）在磁场强度较低的情况下 （０１Ｔ），加入γ－Ｆｅ２Ｏ３可将脱除效率最大提高约６５％；但随磁场强
度的增加，γ－Ｆｅ２Ｏ３对脱除效率提高的贡献将减小，当磁场强度为０８Ｔ时，加入γ－Ｆｅ２Ｏ３脱除效率只
提高了１２％．

（３）增加磁介质填充率可以提高脱除效率．对于粒径为１８４μｍ的颗粒，当磁介质填充率由０６增加
到１２时，颗粒的脱除效率提高了约１９％，但磁介质填充率继续由１７增加到２３时，脱除效率的增加不
再明显．

（４）随磁种与飞灰质量比的增加，燃煤可吸入颗粒物的脱除效率也逐渐增加，但其增幅在减小而趋于
稳定．并且在相同条件下，饱和磁化强度较大的东胜烟煤飞灰的脱除效率要高于大同烟煤飞灰５％ ～８％
不等．

（５）脱除效率随外加磁场的作用时间的变化可分为３个阶段：缓慢提高段、快速提高段以及稳定段．

８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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