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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Z L 4一 13 型水管锅炉的设计

李维根 陈起铎

〔提要〕 本 文分析 了 S Z L 4一 13 型锅炉 的结构设计
、

测试结果 和 性能特

点
。

指 出该型锅炉 采用大块链 条炉排片
、
炉膛双侧进风和水管锅 妒 本体结构

、

炉 型和锅型先进 , 研制工作成功 , 具有广阔的应 用前景
。

主题词 水管锅炉 产品 设计

容量在 2 吨 /时至 4 吨 /时的工业锅炉
,

在我国 占有很大的比重
。

可是
,

现在正在运行

的这一容量锅炉中
,
却以水火管快装锅炉居统治地位

。

由于此型锅炉存在运行效率低
、

出力严重不足和安全可靠性差等弊病
, 国家机械工业部制定的七五期间工业锅炉发展规

划中
夕
提 出重点研制发展水管式锅炉

,

并使其成为行业的主导产品
。

为贯彻全国和黑龙

江省七五娜司工业锅炉发展规划
, 改变省内工业锅炉的落后面貌

,
完成产品的 更 新 换

代
,

七 O 三研究所 自行研制了 4 吨 /时水管式锅炉
。

作为层燃炉
, 目前国内这一容量锅炉的燃烧设备

,
多为链条炉排和往复推动炉排

。

往复炉排宜于燃烧高水分和一定灰分的劣质煤
,

但其主燃区的炉排片常因过热而烧坏
,

因而燃用高热值的烟煤就不甚适宜
。

这显然不适于在盛产高热值烟煤的黑龙江省推广
。

为此
, 我们决定采用链条炉排

,

并于 1 9 8 5年 3 月开始研制 S Z L 4 一 13 型锅炉
,
由 牡 丹

江锅炉总厂二分厂进行试制
。

1 9 8 6年 8 月 ,
该型锅炉在牡丹江市科委主持下

,
通过了产

品技 术鉴定
,
获得 《 产品技术鉴定证书 》

。

兹就该型锅炉的结构设计和测试情况作如下

介绍
。

一
、

弱炉的结构设计

本型锅 炉为
一

双锅筒纵置式链条炉排 自然循环水管锅炉
。

锅炉本体类似 D 型布置
,
右

面为炉膛
,
左面为对流管束

,
对流管束之后设置有铸铁式省煤器

。

烟气从炉膛经出口窗

进入燃烬室
,

在依次横向冲刷第 I
、

第 I 对流管束和逆流布置的省煤器之后流 出锅炉
,

进入除尘器
,
最后由引风机抽入烟囱排至大气

。

锅炉水冷系统分成两个独立的水循环回路
。

左右侧水冷壁及其集箱
、

前拱水冷壁及

其上下集箱
、

四根功1 08 x 4
.

5的端部不受热下降管和上锅筒组成第一个回路 , 后拱水 冷

壁及其上下集箱
, 对流管束和上下锅筒组成第二个回路

。

给水按 《 低压锅炉水质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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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软化处理后
夕
经省煤器进入上锅筒

,

动 力 工 程
1 9 8 7年

再由给水管和配水管供入两个回路的不受热下

降管和受热下降管
。

考虑到第 I 回路的受热面都是水冷壁
,

热负荷大
,

故采用四根 功25

入下降管入口处
。

第 I 回路的前拱水冷壁由 1 0根节距为 1 6 0用附

的协51 x 3 管子组成
,
其循环水通过焊接于左右集箱的两根功8 9 x 4

.

5连通管进入前拱下

集箱
夕
生成的汽水混合物经前拱上集箱引入上锅筒

。

同时
,
第丑回路的后拱水冷壁也 由

10 根节距为 1 60 二。 的功5 1 x 3 管子组成
,
其循环水由直接焊于下锅筒的后拱下 集 箱 供

入
,
生成的汽水混合物经后拱上集箱引入上锅筒

。

对流管束布置于上下锅筒之间
,
管束

中间用砖墙分隔为两个烟道
,

并将对流管束一分为二
。

第 I 对流管束每排 7 根
,

共25 排 ,

第 五对流管束每排 5 根
,
共 31 排

。

第 I 管束处于低烟温区的后面管排
,
受热较弱

,
为受

热下降管
。

所有对流管束均为诱5 1 x 3 管子
,

其横向和纵向节距均为 100 仇` 。

水冷壁
、

对流管束
、

集箱和上下锅筒之间的连接
,
均采用焊接结构

。

所有集箱均采

用功1 5 9 x 6 锅炉钢管
。

上下锅筒水平中心线距离为 3 9 30 。 。 。

上锅筒内径 为 ” 6 m m ,
厚

度为 1 4爪水 ;
下锅筒内径为 5 0 0。 阴 ,

厚度为 1 2。 价 。

上锅筒封头为 D
。 1 0 0 0 X 1 2 ,

下 锅 筒

封头为 D
9

80 0 x 1 2 ,
上下锅筒前封头均开有 30 0 x 40 0的椭园形人孔

。

上下锅筒及其封头

的材料均为 20 9
。 _

七锅筒还设有连续排污管和上部匀汽孔板等内部设备
,
用以保证蒸 汽

品质
。

下锅筒设有长管小孔式排污装置
,
左右下集箱设有排污管接头

。

左右下集箱通过支座置于构架上 , 后拱下集箱一端焊于下锅筒
,
另一端置 于 构 架

上 ; 下锅筒则通过固定支座和活动支座直接置于锅炉基础上
。

锅炉尾部设有方形铸铁式省煤器
。

其内径为 6 0阴川 ,
管子长度为 1 5 o om 。 ,

横向和纵

向节距均为 1 5 0二沉 ,

每排 3 根
,

共 8 排
,
用 23 个 1 8 0

“

弯头串联连接
。

给水自下而上流动
,

由 2 0℃加热至 74 ℃后引入上锅筒
。

为能在运行中检修并能在启动时保护省煤器
,
设有省

煤器烟气旁通烟道和直接向上锅筒供水的给水旁通管道
。

为组织良好的炉内空气动力场和加强炉拱对煤层的辐射
,
保证燃料在炉内的引燃

、

着火
、

燃烧和燃烬
,

本设计既以 皿类烟煤为主要设计煤种
,

又兼顾能够燃用其他煤种
, 因

此在炉膛中布置有高而短的前拱和低而长的后拱
,

二者在主燃区形成缩 口
。

前后拱均 由

挂砖固定于水冷壁上而成
。

前拱倾角 2 50 ,
高度 1

.

29 二 , 炉排复盖率为 1 4
.

1 % ;
后 拱 倾

角 1 6
.

75
“ ,

高度 0
.

68 。 夕 炉排复盖率为 42 %
。

后拱后上部的燃烬室
,

不仅延长了高温烟

气停留时间
,

有利可燃气体和 固体可燃物的燃烬
,
而且还由于进入燃烬室时气流产生旋

转
,
造成飞灰分离

,
收到炉内消烟除尘效果

。

燃烧设备由加煤斗和链条炉排组成
,
炉排片为大块链带式炉排片

。

炉排装 置 由底

座
、

前灰斗
、

链轮轴
、

前挡风门
、

炉排
、

挡渣设备等组成
。

主动轴和 从 动 轴 间 距 为

3 5 7 5爪爪 , 炉排宽度为 1 4 6 4。 。
。

整个炉排有四条链环
,

其上有 4 水 98 块主动炉排片
,
用

98 根功2 0的长销
,
与 3 X 98 块宽度为 42 0二 m的大块炉排片相互串联

。

炉排减速器驱动 链

轮
,

带动主动轴
,
使主动炉排片连同大块炉排片一起运动

。

采用大块炉排片是本锅炉的显著特点
。

其优点是
:

1
.

削减炉排片数
,

减少装配工时
。

炉排片数从 4 8 51 片骤减为 2 94 片
,

装配工时减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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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50%
。

2
。

节省了金属消耗量
。

炉排的单位面积金属耗量 由原 来 的 9 5okg/ 。
2, 下 降 为

4 5 5儿g加
“ ,
金属耗量减少 2 3%

。

3
。

减少漏风漏煤
,
改善燃烧条件

,
提高燃烧效率

。

普通炉排片数量大
,
装配间隙

难 以均匀
,
而且运行中磨损较快

,
容易造成较大间隙

,
导致漏风漏煤

。

采用大块炉排片

避免了这一弊端
。

采用炉排下双侧进风的送风方式
, 是本锅炉的另一特色

。

炉膛两侧各有四个风室单

独连接进风管
。

第一风室对应的炉排为燃料的预热干馏段
,
也就是引燃区 ; 第二

、

第三

风室对应的是主燃区
;
第四风室对应的是燃烬区

。

各风室都设有调风挡板
,

可根据煤质好

坏
、

燃烧情况和负荷变化等因素来调节进风量
。

进风量一般以第二
、

第三风室为最多
,

第四风室次之
,
第一风室仅供以适量的风

。

本锅炉采用先进的大块炉排片和双侧进风方式
,
较好地解决了沿炉排宽度方向上布

风的均匀性问题
。

这一先进结构在产品鉴定会上获得充分的肯定
。

煤斗装在炉排前上方
,
在煤斗出 口与炉膛入 口处装有铸铁闸门

,

用控制闸门的升降

高度来调整煤层的厚度
。

本锅炉在运行调整试验和锅炉热工测试 中
,

煤层厚度 控 制 在

1 1 0沉济时 , 运行情况最佳
。

水锅炉为重型炉墙结构
,

炉墙四周设置有看火门
、

点火门
、

出灰门和检查 门等供观

察
、

操作
、

检查和维修之用的各种门类装置
。

炉墙四周布置有用以加固炉墙的构架
。

本锅炉配置有各种必要的附件
、

仪表和辅机
。

在锅炉左侧墙和前墙处
,
装设有平台

扶梯等方便操作的设施
。

为减轻司炉劳动
,
并防止冷空气从排渣 口进入炉膛

, 本锅炉还设有翻板式 出 渣 装

置
。

二
、

蜘炉的热工浏试

本祝炉于一九八六年五月正式进行试验
。

第一次试验由于运行人员经验不足
,

调风

不 当 , 炉膛 出现正压
,
造成铸铁闸门处燃煤着火

,
锅炉房四处 冒烟而使试验中断

。

在以

后的试验中
,
配备专人调节风门

,
严格保证炉膛在负压下运行

,
并在燃煤中掺入少量水

分之后
,
运行状态相当良好

。

经热工测试
, 达到了设计压力和额定出力

,
并具有超负荷

能力
。

试验数据和设计数据基本一致
,
说明锅炉结构布置合理

,
设计成功

,
具有推广应

用的价值
。

下表为锅炉主要的热工测试数据和设计数据
。

由表可知
, 锅炉的热工测试结果是令

人满意的
。

三
、

妈炉的性能特点

1
.

锅炉效率高
。

这是由于
:

( 1 ) 锅炉采用大块链条炉排片
, 双侧进风

,
燃烧效

率高
, ( 2 ) 烟气从管外横向冲刷水管式受热面

,
传热效果远优于烟气纵向冲刷烟管的

水火管式锅炉 ; ( 3 ) 本锅炉尾部布置有铸铁式省煤器
, 可使锅炉运行效率达到 7 6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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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 比 J B 2 8 1 6一 8。《 工业锅炉产品技术条件 》 标准提高2
。

5%
。

序号 名 称 单 位 设计值
工测试数据

1 t / h 4

2 k g f /
c , “

1 3

第一次

3
。

9 4 7

1 2
。

8

第二次

3
。

9 7 6

1 3
。

1

第三次

4
。

4 2 5

1 2
。

6

3 ℃

4

蒸发量

蒸汽压力

给水温度

正平衡锅炉效率

反平衡锅炉效率

排烟温度

燃料低发热值

煤闸门高度

% 7 6
。

3 5

1 9
。

5

7 6
一

8

2 0

7 6
。

5

2 1

日.. .....̀ r.工

!
l` ....且
. .
.

se

20

7 5
。

7

5 % / 7 9
。

8 8 7 9
。

9 7 8
。

6

6 ℃ 1 7 0 1 4 3 1 4 6 1 5 1

热一l一|
一
!
一
|
一
1
1
|
一
!
一
!

7 k c a l / k g 5 3 05 5 9 0 0 5 9 10 5 8 6 0

8 切 m 1 1 0 1 1 0

2
。

锅炉安全可靠性好
。

本锅炉取消了普通快装锅炉受火焰直接辐射的大 直 径 锅

壳
,
锅炉各受压元件结构成熟

,
安全可靠

。

3
。

锅炉从给煤至出渣实现机械化
,
操作调节简单

,
运行管理方便

。

4
.

炉内消烟除尘效果好
。

烟尘排放指标符合 G B 3 8 4 1一83 《 锅炉烟 尘 排 放 禄

准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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