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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苯胺废液流化床焚烧实验装置上进行了以尿素做还原剂的选择性非催化还原脱硝（ＮＯｘＯＵＴ）试验，研究了不同钠添加剂（Ｎａ２ＣＯ３、
ＮａＯＨ 和 ＮａＣｌ）对脱硝率以及温度窗口的影响．结果显示：微量的钠添加剂即可明显促进脱硝反应，脱硝率随着钠添加剂用量的增加而升高，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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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氮比为 １．５，空气过剩系数为 １．０～１．２ 时，ＮＯｘＯＵＴ 脱硝率达到最大值．利用热力学原理计算出 ＮＯｘＯＵＴ 脱硝反应的摩尔反应焓、摩尔反应吉

布斯函数、化学平衡常数等热力学参数，结果表明 ＮＯｘＯＵＴ 脱硝是热力学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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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大气中的氮氧化物主要来自于煤炭、生活垃

圾、工业废弃物的燃烧以及汽车尾气的排放，氮氧

化物不仅会形成硝酸型酸雨，还会形成光化学烟

雾，降低大气能见度，对人类身体健康造成危害．随
着环境保护标准的日趋严格，氮氧化物的减排越来

越受到重视．目前，氮氧化物减排主要有改进燃烧技

术和烟气脱硝两类方法（Ｍａｈｍｏｕｄ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改
进燃烧技术包括分段进料、分段鼓风以及烟气再循

环燃烧等方法，先前的工作表明（汪向阳等，２０１３），
通过二次风和分段进料燃烧，可以大大降低苯胺废

液焚烧过程中的 ＮＯｘ排放．烟气脱硝技术主要包括

选择性催还还原法（ ＳＣＲ）、选择性非催化还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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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ＮＣＲ）和湿法烟气脱硝，根据选用的还原剂不同

（Ｚａｍａｎｓｋｙ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９ ）， ＳＮＣＲ 工 艺 又 可 分 为

ＤｅＮＯｘ 工 艺 （ ＮＨ３ 作 还 原 剂 ）、 ＮＯｘ ＯＵＴ 工 艺

［（ＮＨ２）２ＣＯ作还原剂］和 ＲＡＰＲＥＮＯｘ工艺［（ＨＯＣＮ）３

作还原剂］，在这 ３ 种方法中，ＮＯｘＯＵＴ 工艺因其还原剂

尿素价格低廉且储运安全而倍受关注（Ｌü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
ＳＮＣＲ 工艺的有效温度范围一般为 ９００ ～ １１００

℃（韩奎华等，２００８），狭窄的温度窗口增加了脱硝

难度，为拓宽反应温度窗口，国内外不少学者研究

了添加剂对脱硝的影响． Ｗｕ 等 （ ２０１０） 认为 Ｈ２、
ＣＨ４、ＣＯ 等添加剂在 ＤｅＮＯｘ脱硝过程中能产生·ＯＨ
活性基团，从而降低 ＮＯ 排放；高攀等（２００８）研究表

明，加入天然气可以拓宽 ＳＮＣＲ 反应温度窗口，且天

然气量越大脱硝效率越高． 韩奎华等 （ ２００８） 在

ＳＮＣＲ 中使用有机添加剂，结果表明乙醇、甘油、乙
酸甲酯能在较低的温度下激发还原反应，提高了氨

剂的还原效率；Ｄａｏｏｄ 等（２０１３）在煤中添加生物质

富氧共燃，结果表明 ＮＯｘ排放降低了 ４０％ ～ ８０％，但
使用气体添加剂和液体添加剂会增加 ＣＯ 等有害气

体排放（韩奎华等，２００８；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固体添

加剂尤其是钠添加剂近年来得到广泛研究，Ｌｅｅ 等

（２００５）研究了多种钠添加剂对 ＳＮＣＲ 脱硝的影响，
指出脱硝率随着钠盐添加量的增加而增加，几种钠

添加剂对脱硝效率的促进效果为 ＮａＯＨ＞Ｎａ２ＣＯ３ ＞
ＮａＮＯ３ ＞ ＨＣＯＯＮａ ＞ ＣＨ３ ＣＯＯＮａ． Ｇｕｏ 等 （ ２０１３ ） 对

ＤｅＮＯｘ工艺中钠添加剂的反应机理进行了研究，认
为该过程涉及 ２５ 种物质和 １２４ 个基元反应．本实验

通过小型流化床焚烧炉研究了钠添加剂对 ＮＯｘＯＵＴ
脱硝的效率、脱硝温度的影响，对实验条件进行了

优化，并利用热力学原理对 ＮＯｘＯＵＴ 工艺进行了分

析，以期为深入研究钠对 ＮＯｘＯＵＴ 的促进机理以及

含盐胺类废液焚烧深入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２　 材料与方法（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２．１　 焚烧装置概述

本试验装置由流化床焚烧炉本体、送风系统、
引风系统、在线监测系统等几部分组成．其中流化床

焚烧炉本体分风室（１ ｄｍ３）、密相区（６．７ ｄｍ３）和稀

相区（２９．２ ｄｍ３）３ 部分，如图 １ 所示．焚烧炉总高度

１．５ ｍ，风室高度为 ０．１ ｍ，床截面积为 １００ ｍｍ×１００
ｍｍ，密相区总高度为 ０．６７ ｍ，截面积为 １００ ｍｍ×１００
ｍｍ，稀相区总高度为 ０．７３ ｍ，截面积为 ２００ ｍｍ×２００
ｍｍ．在密相区和稀相区下部各布置废液喷嘴一个，

并分别为喷嘴配置了转子流量计，控制废液喷射

量，确保实验过程废液喷射后在床内分布均匀．床料

为 １５０～ ２００ μｍ 的石英砂，整个装置设有 ３ 个烟气

分析点．采用铁铬合金电炉丝对床体进行加热，加热

功率为 ６．５ ｋＷ，在密相区、过渡区和稀相区分别有 １
根镍铬硅⁃镍硅热电偶与温度控制仪相连，实现温度

自动控制，温度控制仪的误差范围为±１ ℃ ．

图 １　 实验中采用的流化床焚烧装置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ｆｌｕｉｄ ｂｅｄ ｉｎｃｉ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２．２　 试验材料

试验中通过焚烧含苯胺 ｗ苯胺 ＝ １．５％的废液产

生的 ＮＯｘ，为提高废液的热值，添加废液质量 ｗ乙醇 ＝
２０％的乙醇做助燃剂．考虑到实际苯胺废液中钠元

素一般以 ＮａＣｌ、Ｎａ２ＣＯ３以及 ＮａＯＨ 的形式存在，本
试验中选用 ＮａＣｌ （ ＡＲ）、Ｎａ２ ＣＯ３（ＡＲ） 以及 ＮａＯＨ
（ＡＲ）为钠添加剂，还原剂为尿素（ＣＰ）．
２．３　 实验方法

烟气中各种气体的含量通过的 ＩＭＲ⁃ＩＭＲ２８００Ｐ
烟气分析仪（北京中西远大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在

线监测，其中 ＮＯ 测量范围为 ０～７０００ ｍｇ·ｍ－３，分辨

率为 １ ｍｇ·ｍ－３；ＮＯ２测量范围为 ０～２０００ ｍｇ·ｍ－３，分
辨率为 １ ｍｇ·ｍ－３；ＮＯｘ测量范围为 ０～９０００ ｍｇ·ｍ－３，
分辨率为 １ ｍｇ·ｍ－３；Ｏ２测量范围为 φＯ２

＝ ０～ ２０．９％，
分辨率为 ０．１％．

利用蠕动泵向流化床密相区输送苯胺废液，向
稀相区输送尿素溶液（含钠添加剂），废液和尿素流

量可通过改变蠕动泵的转速和转子流量计来准确

计量，本试验装置中进料点位于反应器中心，废液

进料点距离布风板 ０．３５ ｍ，尿素溶液进料点距离布

风板 ０． ７６ ｍ． ＮＯｘ ＯＵＴ 试验分别在稀相区温度为

８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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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０ ℃、８５０ ℃、９００ ℃、９５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５０ ℃ ６
个温度下进行，二次风率为 ２０％，通过改变工艺参

数，获得 ＮＯｘ排放浓度变化规律，考察脱硝效率．脱
硝率按式计算：

η ＝
ｃＮＯｘ始

－ ｃＮＯｘ末

ｃＮＯｘ始

× １００％

式中，ｃＮＯｘ始
表示反应前测得的 ＮＯｘ浓度，ｃＮＯｘ末

表示

脱硝后的 ＮＯｘ浓度．

３　 结果与讨论（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３．１　 钠添加量对脱硝的影响

试验中以钠原子浓度计量 ３ 种添加剂用量，记
为 α，在空气过剩系数为 １．１，氨氮比（β）为 １．５ 的条

件下进行 ＮＯｘＯＵＴ 试验．图 ２ 是不同温度下 Ｎａ２ＣＯ３

对脱硝率的影响， 由图 ２ 可以看出， 在不添加

Ｎａ２ＣＯ３时，ＮＯｘＯＵＴ 脱硝率随着反应温度的升高而

升高，在 ９５０ ℃左右达到最大值后略有降低；而在添

加 Ｎａ２ＣＯ３后，温度低于 ９５０ ℃时，相同温度下脱硝

效率明显高于无添加剂时，以 ８５０ ℃为例，无添加剂

时，脱硝率为 ３１．２５％，当钠添加量为 ５ ｍｇ·ｋｇ－１时，
脱硝效率达到 ６１．０５％，脱硝率提高了 ９５．３６％．添加

了 Ｎａ２ＣＯ３后，最大脱硝率出现在 ９００ ℃左右，较无

添加剂时降低了近 ５０ ℃ ．当温度高于 ９５０ ℃时，添
加 Ｎａ２ＣＯ３对脱硝率影响不大，这说明添加碳酸钠能

够改善低温时的脱硝效率，吕宏坤等（２０１１）在研究

碳酸钠对 ＳＮＣＲ 的影响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

图 ２　 Ｎａ２ＣＯ３对 ＮＯｘＯＵＴ 脱硝率的影响

Ｆｉｇ．２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Ｎａ２ＣＯ３ ｏｎ ＮＯｘ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ＮＯｘＯＵＴ

从图 ２ 中还可以看出，当钠添加量为 ０ 到

５ ｍｇ·ｋｇ－１ 时， 脱 硝 效 率 提 升 效 果 十 分 明 显，
Ｚａｍａｎｓｋｙ 等（１９９９）也认为微量的钠添加剂即可显

著提高脱硝效率．而当钠添加量大于 ５ ｍｇ·ｋｇ－１时，

钠添加量的增加对脱硝促进效果逐渐降低，这点与

张薇等（２００８）的研究结果类似．研究结果表明（Ｈａｎ
ａｎｄ Ｌｕ，２００７；Ｚａｍａｎｓｋｙ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８），在脱硝过程

中，Ｎａ２ＣＯ３本身并未参加反应，而是分解成 ＮａＯＨ，
通过作用促进活性基团生成，从而降低 ＮＯｘ排放，其
反应过程如下：

Ｎａ２ＣＯ３⇆Ｎａ２Ｏ＋ＣＯ２ （１）
Ｎａ２Ｏ＋Ｈ２Ｏ⇆２ＮａＯＨ （２）
ＮａＯＨ＋Ｍ⇆Ｎａ＋ＯＨ＋Ｍ （３）
２Ｎａ＋２ＮＯ⇆２ＮａＯ＋Ｎ２ （４）
ＮａＯ＋Ｈ２Ｏ⇆ＮａＯＨ＋Ｈ （５）

总反应为： Ｈ２Ｏ⇆ＯＨ＋Ｈ （６）
从图 ２ 还可以看出，当钠添加量为 ２０ ｍｇ·ｋｇ－１

时，最大脱硝效率（９００ ℃时）达到了 ９２．８６％，吕宏

坤等（２０１１）在相同钠添加量下得到的脱硝率小于

９０％，而 Ｌｅｅ 等（２００５）使用碳酸钠添加剂得到的最

大脱硝效率（９５０ ℃时）仅为 ７２％左右，本试验能得

到较高脱硝效率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苯胺废液焚烧

过程添加一定量的乙醇做助燃剂，乙醇在高温下分

解能产生·ＯＨ活性基团，促进了 ＮＯｘ还原反应的进

行，韩奎华等（２００８）和 Ｎｉｕ 等（２０１０）研究表明，添
加乙醇也能降低 ＮＯｘ排放．

图 ３　 ＮａＯＨ 对 ＮＯｘＯＵＴ 脱硝率的影响

Ｆｉｇ．３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ＮａＯＨ ｏｎ ＮＯｘ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ＮＯｘＯＵＴ

图 ３ 显示的是不同温度下 ＮａＯＨ 对脱硝率的影

响，从图中可以看出，与添加 Ｎａ２ＣＯ３类似，添加氢氧

化钠可以大幅度提高低温区的脱硝效率，而在高温

区添加 ＮａＯＨ 对脱硝的促进作用效果不明显．添加

ＮａＯＨ 后，不同添加量时最大脱硝效率也出现在 ９００
℃左右，而在 ９５０ ℃时脱硝效率虽有所下降，但下降

效果不明显，这点与 Ａｙｏｕｂ 等（２０１１）使用乙醇和氢

氧化钠添加剂所得的试验结果一致．当温度超过 ９５０

９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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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添加 ＮａＯＨ 对脱硝的促进效果明显降低；而图

２ 中显示温度超过 ９００ ℃后，Ｎａ２ＣＯ３对脱硝的促进

作用就可以降低．
ＮａＯＨ 对 ＮＯｘＯＵＴ 工艺脱硝的影响主要是通过

中间组分分解产生·ＯＨ活性基团作用，从而促进脱

硝反应，其过程见反应式（３） ～ （５）．
图 ４ 显示的是不同温度下 ＮａＣｌ 对脱硝率的影

响，可以看出，ＮＯｘＯＵＴ 工艺脱硝过程中添加 ＮａＣｌ
能显著提高低温下的脱硝效率，９５０ ℃左右时脱硝

率达到最大值．与添加 Ｎａ２ＣＯ３、ＮａＯＨ 一样，微量的

钠含量即可提高脱硝率，添加量的增加对脱硝促进

作用不明显．

图 ４　 ＮａＣｌ 对 ＮＯｘＯＵＴ 脱硝率的影响

Ｆｉｇ．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ＮａＣｌ ｏｎ ＮＯｘ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ＮＯｘＯＵＴ

根据以前的研究（汪向阳等，２０１３），氯化钠在

高温下与水反应生成 ＮａＯＨ，反应如下：

ＮａＣｌ＋Ｈ２Ｏ⇆
高温

ＮａＯＨ＋ＨＣｌ （７）
生成的 ＮａＯＨ 按（３）－（５）的反应促进脱硝反应

的进行．
由图 ２、图 ３ 和图 ４ 可知，Ｎａ２ＣＯ３、ＮａＯＨ、ＮａＣｌ

添加量对脱硝率的影响规律有一定的相似性，即微

量的钠添加剂即可明显提高低温区的脱硝率，为考

察 ３ 种钠添加剂对脱硝效果影响大小，本研究中分

析了钠添加量为 ５ ｍｇ·ｋｇ－１时不同温度下的脱硝效

果，结果见表 １．
从表 １ 中可以看出，在相同温度下，ＮａＯＨ 对脱

硝促进作用最为明显，其次是 Ｎａ２ＣＯ３，ＮａＣｌ 效果最

差，Ｌｅｅ 等（２００５）研究也表明不同温度下 ＮａＯＨ 对

脱硝的促进效果均优于 Ｎａ２ＣＯ３，但其未对相同钠原

子浓度下的脱硝效率进行分析．通过以上分析，３ 种

添加剂在脱硝过程中 Ｎａ 原子的转变可用图 ５ 表示．

表 １　 不同温度下钠添加剂对脱硝率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ｏｄｉｕｍ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ＮＯｘ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温度 ／ ℃ Ｎａ２ＣＯ３ ＮａＯＨ ＮａＣｌ

８００ ４４．６７％ ４６．３２％ ３１．２５％

８５０ ６８．３２％ ７７．３２％ ５１．３７％

９００ ８８．６２％ ８９．４３％ ７０．３２％

９５０ ８４．４３％ ８８．４２％ ８３．２０％

１０００ ７１．４５％ ７１．４５％ ７２．８１％

１０５０ ６１．０７％ ６３．２５％ ６５．３８％

图 ５　 ＮＯｘＯＵＴ 过程中钠添加剂的转变

Ｆｉｇ．５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ｆｏｒ ｓｏｄｉｕｍ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ｓ ｉｎ ＮＯｘ

ＯＵ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

由图 ５ 可见，Ｎａ２ＣＯ３和 ＮａＣｌ 本身不参加脱硝

反应，首先在一定条件下转化成 ＮａＯＨ，然后通过

ＮａＯＨ 分解出 Ｎａ 原子，通过钠作用提高烟气中·ＯＨ
活性基团含量，从而促进 ＮＯｘ的还原反应，钠添加剂

在 ＮＯｘＯＵＴ 脱硝过程中的作用类似于异相催化（刘
银河等，２００５）． 由化学反应的特点知， Ｎａ２ ＣＯ３ 和

ＮａＣｌ 转化成 ＮａＯＨ 的效率受式（１）、（２）、（７）反应

条件的影响，所以直接使用 ＮａＯＨ 添加剂对脱硝的

促进作用最好；另一方面，通过查阅参与反应（１）、
（２）、（７）的各种物质的标准摩尔生成焓可计算出，反
应（１）、（２）的标准摩尔反应焓为 ５１１．７１ ｋＪ·ｍｏｌ－１，反
应（７）的标准摩尔反应焓为 ６０４．６３ ｋＪ·ｍｏｌ－１，即每生

成 １ ｍｏｌ ＮａＯＨ，Ｎａ２ＣＯ３ 按反应（１）、（２）只需吸收

２５５．８６ ｋＪ，而 ＮａＣｌ 按反应（７）需要吸收 ６０４．６３ ｋＪ，
从热力学方面可以推出高温下 Ｎａ２ＣＯ３比 ＮａＣｌ 更容

易转换成 ＮａＯＨ，因此，在 ＮＯｘＯＵＴ 工艺中 Ｎａ２ＣＯ３对

脱硝的促进作用优于 ＮａＣｌ．
３．２　 氨氮比对钠添加剂脱硝的影响

氨氮比（β）是影响 ＮＯｘＯＵＴ 脱硝效率的主要因

素之一，氨氮比过低，脱硝效率不高；氨氮比过高，
过多的氨在高温下氧化，会导致 ＮＯｘ排放增加．本试

验在空气过剩系数为 １．１、温度为 ９００ ℃、钠添加量

为 ５ ｍｇ·ｋｇ－１条件下进行 ＮＯｘＯＵＴ 试验，探讨氨氮比

０１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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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硝率的影响，结果见图 ６．

图 ６　 不同 β 下的脱硝效率

Ｆｉｇ．６　 Ｔｈｅ ＮＯｘ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β ｖａｌｕｅｓ

由图 ６ 可以看出，在不添加钠时，随着氨氮比的

增加，脱硝率也随之增加，但在氨氮比高于 ２．０ 时，
继续增大氨氮比，脱硝率几乎不增加，表现为曲线

趋于平缓．而添加钠后，氨氮比在 １．５ 时即可达到最

大值，当氨氮比大于 １．５ 后，增加氨氮比对 ＮＯｘＯＵＴ
脱硝促进效果降低，甚至会导致脱硝率下降．

研究结果表明（Ｋｏｅｂｅｌ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２），当温度高

于 ６００ Ｋ 时，尿素会按式（８）发生热解反应．
（ＮＨ２） ２ＣＯ⇆ＮＨ３＋ＨＮＣＯ （８）

而在水分条件下，尿素发生水解反应，见式（９）
（Ａｏｋｉ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９）．

（ＮＨ２） ２ ＣＯ＋Ｈ２Ｏ⇆２ＮＨ３ ＋ＣＯ２ （９）
苯胺废液焚烧过程中，产生大量的水蒸气，因

此尿素的分解以式（９）为主．同时，苯胺废液焚烧过

程中产生的 ＮＯｘ中 ＮＯ 占 ９７％以上，同时存在少量

的 ＮＯ２（汪向阳等，２０１３），ＮＯｘＯＵＴ 过程中氨与 ＮＯ、
ＮＯ２发生以下反应：

４ＮＨ３＋６ＮＯ⇆５Ｎ２ ＋６Ｈ２Ｏ （１０）
８ＮＨ３ ＋６ＮＯ２⇆７Ｎ２ ＋１２Ｈ２Ｏ （１１）

从式（１０）、（１１）可以看出，苯胺废液焚烧烟气

采用 ＮＯｘＯＵＴ 工艺脱硝所需的理论氨氮比为 ０．６７～
１ ５，而试验结果表明，氨氮比往往需要大于 １．５ 才

能使脱硝率达到最大值，这说明尿素的分解效率对

ＮＯｘＯＵＴ 脱硝影响较大．
Ｊａｖｅｄ 等（２００７）认为 ＮＨ３与 ＮＯ 反应按以下方

程式进行：
ＮＨ３＋ＯＨ⇆Ｈ２Ｏ＋ＮＨ２ （１２）
ＮＨ２＋ＮＯ⇆Ｈ２Ｏ＋Ｎ２ （１３）

或

ＮＨ２＋ＮＯ⇆ＯＨ＋ＮＮＨ （１４）
ＮＮＨ＋ＯＨ⇆ＮＯ＋ＮＨ２⇆Ｈ２Ｏ＋Ｎ２ （１５）

由反应（３） ～ （６）知，钠添加剂能促进烟气中

·ＯＨ的生成，这为反应（１２）提供了条件，随着 ＮＨ３

的消耗，方程式（９）平衡向右移动，尿素转化率提

高，因此，可认为钠添加剂提高了尿素的热解效率，
这也是图 ６ 中有钠添加剂存在时，相同氨氮比下的

脱硝率比添加尿素纯溶液时高的原因．
３．３　 空气过剩系数对脱硝率的影响

在流化床焚烧炉内进行 ＮＯｘＯＵＴ 脱硝时，空气

过剩系数也是影响脱硝效率的重要因素之一，烟气

在焚烧炉中的停留时间以及烟气中的氧含量均由

空气过剩系数决定．本试验在温度 ９００ ℃，钠添加量

为 ５ ｍｇ·ｋｇ－１条件下进行 ＮＯｘＯＵＴ 试验，探讨氨氮比

脱硝率的影响，结果见图 ７．

图 ７　 过剩空气系数对脱硝率的影响

Ｆｉｇ．７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ｅｘｃｅｓｓ ａｉｒ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ＮＯｘ

由图 ７ 可见，在 α＜１．０ 时，脱硝率随着 α 的升高

明显增加．当 α＞１．２ 后，无钠添加剂和添加 Ｎａ２ＣＯ３

时，脱硝率随着 α 的增加出现一定程度的降低；添
加 ＮａＯＨ 和 ＮａＣｌ 时，脱硝率几乎不随 α 的增加而

变化．
在本试验装置中，烟气在焚烧炉中的停留时间

与空气过剩系数的关系见表 ２．从表 ２ 和图 ７ 中可以

看出，烟气停留时间为 ２ ｓ 左右时，可得到最大脱硝

效率，此时对应的空气过剩系数为 １．０～１．２．
当烟气中有 Ｏ２ 含量较高时， Ｏ２ 通过方程式

（１６）、（１７）生成·ＯＨ活性基团（Ｍｉｌｌｅｒ ｅｔ ａｌ，１９８１），
而当烟气中 Ｏ２含量较少时，反应（１６）受限，Ｈ 原子

与 ＮＨ３先按（１８）式产生 ＮＨ２，然后通过方程式（１３）
与 ＮＯｘ 反 应， 但 （ １８ ） 反 应 速 率 低 （ Ｍｉｌｌｅｒ ａｎｄ

１１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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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ｏｗｍａｎ，１９８９），因此，低 Ｏ２含量时脱硝效率较低．

表 ２　 不同空气过剩系数下的停留时间和烟气中氧含量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ｅ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ｏｘｙｇｅｎ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ｘｃｅｓｓ ａｉｒ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α ｖ ／ （ｍ·ｓ－１） τ ／ ｓ φＯ２

０．６ ０．５６ ２．４８ １．５％

０．８ ０．６１ ２．３０ １．９％

０．９ ０．６３ ２．２１ ２．２％

１．０ ０．６６ ２．１４ ２．４％

１．１ ０．６８ ２．０７ ２．７％

１．２ ０．７０ ２．００ ２．９％

１．４ ０．７５ １．８８ ３．３％

１．６ ０．７９ １．７７ ３．７％

１．８ ０．８４ １．６７ ４．１％

Ｈ＋Ｏ２⇆ＯＨ＋Ｏ （１６）
Ｏ＋ＨＯ２⇆ＯＨ＋ＯＨ （１７）
Ｈ＋ＮＨ３⇆Ｈ２ ＋ＮＨ２ （１８）

当烟气中 Ｏ２含量较高，即使没有水分存在时，
也会有大量的 ·ＯＨ 活性基团产生 （ Ｊａｖｅｄ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７），见反应（１９）．

Ｏ＋ＮＨ３⇆ＯＨ＋ＮＨ２ （１９）
由此可见，烟气中的 Ｏ２ 能促进·ＯＨ基团的生

成，促进脱硝反应的进行．从图 ７ 和表 ２ 可以看出，
当 α 大于 １．２ 时，焚烧烟气中氧体积分数 φＯ２

高于

２ ９％，此时脱硝效率随着氧体积分数的增加并无上

升趋势，甚至会出现脱硝率的降低，这可能是因为

高 Ｏ２体积分数时，Ｏ２通过中间体作用生成 Ｏ 原子，
促进反应（１７）的进行，从而削弱了钠添加剂对·ＯＨ
生成的促进作用（吕宏坤等，２０１１）．
３．４　 ＮＯｘＯＵＴ 脱硝过程的热力学分析

先前的研究表明（汪向阳等，２０１３），苯胺废液

焚烧过程产生的 ＮＯｘ 中 ＮＯ 占 ９７％以上，在忽略

ＮＯ２的前提下，ＮＯｘＯＵＴ 脱硝工艺的总反应方程式

为式（１０）．参与反应各组分在 ８００ ℃、９００ ℃、１０００
℃下的热力学数据见表 ３（Ｂａｒｉｎ ａｎｄ Ｐｌａｔｚｋｉ，２００３）．

按下式计算反应（１０）在不同温度下的摩尔反

应焓 ΔｒＨｍ（Ｔ）：

ΔｒＨｍ ＝ ∑γＢΔ ｆＨｍ（Ｂ，β） （２０）

各温度下式（１０）的反应热分别为 Δｒ Ｈｍ（８００
℃） ＝ －１８１１．０２ ｋＪ·ｍｏｌ－１，ΔｒＨｍ（９００ ℃） ＝ －１８１３．１２
ｋＪ·ｍｏｌ－１，ΔｒＨｍ（１０００ ℃） ＝ －１８１５．４６ ｋＪ·ｍｏｌ－１，可
见，不同温度下反应（１０）的 ΔｒＨｍ均小于 ０，为放热

反应，从热力学角度看升高温度对脱硝不利，而从

图（２）、图（３）和图（４）中可以看出，在温度小于 ９００
℃时，脱硝率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增加，并在 ９００ ℃左

右达到最大值，当温度大于 ９５０ ℃后，脱硝率随着温

度的升高而降低，表明 ＮＯｘＯＵＴ 脱硝过程在 ９００ ～
９５０ ℃之间存在一个最佳反应温度．

表 ３　 不同温度下各组分的热力学数据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ｒｍ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ｄａｔｅ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Ｔ ／ ℃
ΔＨｆ ／

（ｋＪ·ｍｏｌ－１）
Ｓ ／

（ Ｊ·ｍｏｌ－１·Ｋ－１）

ＮＨ３ ／ ｇ ８００ －５５．３７ ２５０．５２

９００ －５５．７０ ２５５．８１

１０００ －５５．９１ ２６０．８４

ＮＯ ／ ｇ ８００ ９０．４５ ２５０．９３

９００ ９０．４７ ２５４．０１

１０００ ９０．５０ ２５６．８８
Ｎ２ ／ ｇ ８００ ０ ２３０．４７

９００ ０ ２３３．４５

１０００ ０ ２３６．２１
Ｈ２Ｏ ／ ｇ ８００ －２４８．３０ ２３５．７８

９００ －２４８．８５ ２３９．６０

１０００ －２４９．３５ ２４３．２５

方程式（１０）的 ΔｒＧｍ（Ｔ）可通过下式计算：
ΔｒＧｍ（Ｔ） ＝ ΔｒＨｍ（Ｔ） － ＴΔｒＳｍ（Ｔ） （２１）

代入表 ３ 中的数据可得， Δｒ Ｇｍ （ ８００ ℃） ＝
－１８７４．７３ ｋＪ·ｍｏｌ－１， Δｒ Ｇｍ （ ９００ ℃） ＝ － １８８０． ６３
ｋＪ·ｍｏｌ－１，ΔｒＧｍ（１０００ ℃） ＝ －１８８６．６４ ｋＪ·ｍｏｌ－１，不同

温度下 ΔｒＧｍ（Ｔ）均小于 ０，由此反应（１０）在较高温

度下能自发进行．
各温度下的化学平衡常数按（２２）式计算．

ｌｎＫ ＝－
ΔｒＧｍ（Ｔ）

ＲＴ
（２２）

将各温度下的 ΔｒＧｍ带入式（２２）得，Ｋ（８００ ℃）＝
ｅ２１０．１１， Ｋ （ ９００ ℃） ＝ ｅ２１０．１１， Ｋ （ １０００ ℃） ＝ ｅ１９２．８０，
Ｋ（１０００ ℃）＝ ｅ１７８．２３，计算出的化学平衡常数都非常

大，由此可得反应可以正向进行，且能达到较高的

转化率．

４　 结论（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１） ＮＯｘＯＵＴ 脱硝过程中无钠添加剂时，在温度

为 ８００～１０５０ ℃时，脱硝率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增加，
其转折点在 ９５０ ℃左右．

２） 钠添加剂在 ＮＯｘ ＯＵＴ 脱硝过程中能促进

·ＯＨ活性基团的产生，从而提高低温下的脱硝率，
其对脱硝效率的促进效果由大到小依次为 ＮａＯ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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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ａ２ＣＯ３ ＞ＮａＣｌ．ＮａＯＨ 和 Ｎａ２ＣＯ３均能拓宽最佳反应

温度窗口，使温度窗口向低温方向移动，而添加

ＮａＣｌ 对拓宽温度窗口影响不明显．
３） 微量的钠添加剂即可提高 ＮＯｘＯＵＴ 脱硝效

率，脱硝最佳条件为温度 ９００ ～ ９５０ ℃，氨氮比为

１ ５，空气过剩系数为 １．０～１．２．
４） 通过计算 ＮＯｘＯＵＴ 脱硝反应吉布斯函数和

化学平衡常数等热力学参数，结果表明，ＮＯｘＯＵＴ 脱

硝是热力学可行的，且在 ９００～ ９５０ ℃之间存在一个

最佳反应温度．

责任作者简介：胡献国（１９６３—），男，工学博士，教授，博士

生导师，主要从事环保装备及工程方面的研究，主持“生物

质热解稳定制备生物油及提质新技术”（８６３ 项目）等省部级

以上研究课题 ８ 项，申报发明专利 ２０ 多项，近 ５ 年论文被

ＳＣＩ 和 ＥＩ 收录近 ３０ 篇．

参考文献（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ｏｋｉ Ｈ， Ｆｕｊｉｗａｒａ Ｔ， Ｍｏｒｏｚｕｍｉ Ｙ． １９９９．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ｕｒｅａ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ｆｏｒ ＮＯ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ｎｏｎ⁃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 ］． ／ ／ Ｆｉｆ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ａ Ｃｌｅａ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Ｃ］． Ｌｉｓｂ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１１５⁃１１８

Ａｙｏｕｂ Ｍ， Ｉｒｆａｎ Ｍ Ｆ， Ｙｏｏ Ｋ Ｓ． ２０１１． Ｓｕｒｆａｃｔａｎｔｓ ａｓ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ｓ ｆｏｒ ＮＯｘ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ＳＮＣＲ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ｗｉｔｈ ｕｒｅａ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ｓ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ａｇｅｎｔ
［Ｊ］ ．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５２（１０）： ３０８３⁃３０８８

Ｂａｒｉｎ Ｉ， Ｐｌａｔｚｋｉ Ｇ． ２００２． Ｔｈｅｒｍ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Ｄａｔｅ ｏｆ Ｐｕｒｅ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ｓ［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

Ｄａｏｏｄ Ｓ Ｓ， Ｊａｖｅｄ Ｍ Ｔ， Ｇｉｂｂｓ Ｂ Ｍ，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 ＮＯｘ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ｎ ｃｏａｌ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ｂｙ 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ｃｏ⁃ｆｉｒｉｎｇ， ｏｘｙｇｅｎ 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ＮＣＲ［Ｊ］ ． Ｆｕｅｌ， １０５： ２８３⁃２９２

高攀， 路春美， 韩奎华， 等． ２００８． 添加剂协同选择性非催化还原 ＮＯ
的过程研究［Ｊ］ ． 燃料科学与技术， １４（４）： ３３３⁃３３７

Ｇｕｏ Ｘ Ｆ， Ｗｅｉ Ｘ Ｌ， Ｌｉ Ｓ． ２０１３．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Ｋ ／ Ｎａ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ＤｅＮＯｘ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Ｊ］ ．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Ｆｕｅｌ， ２７
（１）： ４２１⁃４２９

Ｈａｎ Ｋ Ｈ， Ｌｕ Ｃ Ｍ． ２００７． Ｋｉｎｅｔｉｃ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ｎｏｎ⁃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ｂｙ ｓｏｄｉｕｍ 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 Ｊ］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１５（４）： ５１２⁃５１９

韩奎华， 路春美， 王永征， 等． ２００８． 选择性非催化还原脱硝特性实

验研究［Ｊ］ ． 中国电机工程学报， ２８（１４）： ８０⁃８５
Ｊａｖｅｄ Ｍ Ｔ， Ｉｆｒａｎ Ｎ， Ｇｉｂｂｓ Ｂ Ｍ． ２００７．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ｏｘｉｄｅｓ ｂｙ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ｎｏｎ⁃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８３（３）： ２５１⁃２８９
Ｋｏｅｂｅｌ Ｍ， Ｗｌｓｅｎｅｒ Ｍ． １９９２．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ｆｒｏｍ ｗａｓｔｅ ｇａｓｅｓ ｂｙ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ｎｏｎ⁃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 ＳＮＣＲ）， ａｍｍｏｎｉａ ｏｒ
ｕｒｅａ ａｓ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ａｇｅｎｔ［ Ｊ］ ．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６４： ９３４⁃９４７

Ｌｅｅ Ｓ， Ｐａｒｋ Ｋ， Ｐａｒｋ Ｊ Ｗ，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５．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ＮＯ
ｕｓｉｎｇ ｕｒｅａ ａｎｄ ａｌｋａｌｉｎｅ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ｓ［ Ｊ］ ．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ｌａｍｅ， １４１
（３）： ２０００⁃２００３

刘银河， 刘艳华， 车得福， 等． ２００５． 煤中灰分和钠添加剂对煤燃烧

中氮释放的影响［Ｊ］ ． 中国电机工程学报， ２５（４）： １３６⁃１４１
吕宏坤， 杨卫娟， 周俊虎， 等． ２０１１． 碳酸钠对选择性非催化还原反

应影响的研究［Ｊ］ ． 燃料化学学报， ３９（２）： １２９⁃１３４
Ｌü Ｙ， Ｗａｎｇ Ｚ Ｈ， Ｚｈｏｕ Ｊ Ｈ，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ｆｏｒ ｕｒｅａ⁃ｂａｓｅｄ ＳＮＣＲ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ＱＳＳ
ｇｒａｐｈ［Ｊ］ ．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Ｆｕｅｌ， ２３（７）： ３６０５⁃３６１１

Ｍａｈｍｏｕｄｉ Ｓ， Ｂａｅｙｅｎｓ Ｊ， Ｓｅｖｉｌｌｅ Ｊ Ｐ Ｋ． ２０１０． ＮＯｘ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ｎｏｎ⁃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 ＳＮＣＲ ） ｉｎ ａ ｆｌｕｉｄｉｚｅｄ ｂｅｄ
ｃｏｍｂｕｓｔｏｒ ｏｆ ｂｉｏｍａｓｓ ［ Ｊ ］ ．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ａｎｄ Ｂｉｏｅｎｅｒｇｙ， ３４ （ ９ ）：
１３９３⁃１４０９

Ｍｉｌｌｅｒ Ｊ Ａ， Ｂｒａｎｃｈ Ｍ Ｃ， Ｋｅｅ Ｒ Ｊ． １９８１． Ａ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ｋｉｎｅｔｉｃ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ｉｔｒｉｃ ｏｘｉｄｅ ｂｙ ａｍｍｏｎｉａ［ Ｊ］ ．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ｌａｍｅ，
４３： ８１⁃９８

Ｍｉｌｌｅｒ Ｊ Ａ， Ｂｏｗｍａｎ Ｃ Ｔ． １９８９．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ｏｆ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ｉｎ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 Ｊ］ ．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５（４）： ２８７⁃３３８

Ｎｉｕ Ｓ Ｌ， Ｈａｎ Ｋ Ｈ， Ｌｕ Ｃ Ｍ． ２０１０．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ｕｒｅａ ａｎｄ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 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ｏｘｉｄｅｓ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Ｊ］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７（１）： ４７⁃５３

汪向阳， 陈金思， 胡献国， 等． ２０１３． 流化床焚烧含盐苯胺废液的

ＮＯｘ排放特性［Ｊ］ ． 环境科学学报， ３３（７）： １９３２⁃１９３８
Ｗｕ Ｓ Ｈ， Ｃａｏ Ｗ Ｘ， Ｌｉｕ Ｈ，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ｇａｓ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ＤｅＮＯｘ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Ｊ］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１８（１）： １４３⁃１４８

Ｚａｍａｎｓｋｙ Ｖ Ｍ， Ｓｈｅｌｄｏｎ Ｍ Ｓ， Ｍａｌｙ Ｐ Ｍ． １９９８．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ＮＯｘ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ｂｙ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ｎｄ ｓｏｄｉｕｍ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ｂｕｒｎｉｎｇ
ｚｏｎｅ［ Ｊ］ ．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ｏｎ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２７ （ ２ ）：
３００１⁃３００８

Ｚａｍａｎｓｋｙ Ｖ Ｍ， Ｌｉｓｓｉａｎｓｋｉ Ｖ Ｖ， Ｍａｌｙ Ｐ Ｍ，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９．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ｏｄｉｕｍ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ＳＮＣＲ ｐｒｏｃｅｓｓ［Ｊ］ ．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ｌａｍｅ， １１７（４）： ８２１⁃８３１

张薇， 杨卫娟， 周俊虎， 等． ２００８． 钠盐对选择性非催化还原反应促

进作用的实验研究［Ｊ］ ． 中国电机工程学报， ２８（３５）： ３３⁃３８
Ｚｈａｎｇ Ｙ Ｗ， Ｃａｉ Ｎ Ｓ， Ｙａｎｇ Ｊ Ｂ，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８．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Ｈ４ ａｎｄ ｐｕｌｖｅｒｉｚｅｄ ｃｏａｌ ｏｎ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ｎｏｎ⁃
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Ｊ］ ． Ｃｈｅ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７３（５）： ６５０⁃６５６

３１０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