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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天然气为燃料的无阀自激脉动燃烧器运行特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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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设计了一种无阀自激脉动燃烧器ꎬ取消传统的机械阀门ꎬ尾管采用蛇形结构ꎬ以天然气为燃料ꎬ通过连续供

空气和天然气的方式ꎬ实现自主激励脉动燃烧ꎮ 采用实验方法研究了脉动燃烧器的运行特性ꎬ分析了热负荷和过

量空气系数对压力振荡和运行频率的影响ꎮ 结果表明:过量空气系数在 ０. ９ ~ １. ４ 范围内ꎬ燃烧器能产生稳定的脉

动燃烧ꎬ压力振幅和运行频率均随热负荷的增大而增大ꎬ压力幅值随过量空气系数的增大而增大ꎬ运行频率随着过

量空气系数的增大而降低ꎬ燃烧器在稳定运行时降低热负荷出现了频率跳变现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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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近些年来ꎬ脉动燃烧技术受到了研究人员的广

泛关注[１]ꎮ 脉动燃烧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燃烧ꎬ不同

于常规的稳定燃烧过程ꎬ它是指在一定的声学条件

下ꎬ燃烧区内表征燃烧过程的状态参数ꎬ如温度、压
力、气流速度及热释放率等变量均随时间周期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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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一种特殊燃烧过程[２ － ５]ꎮ 现有的燃气预混燃

烧、扩散燃烧属于稳态燃烧类型ꎬ与传统燃烧方式相

比ꎬ脉动燃烧传热率高出约 ２ ~ ５ 倍、燃烧强度更高ꎬ
氮氧化物排放量更低[６ － ９]ꎮ

Ｋｕｄｒａ 等人[１０] 将脉动燃烧器分为有机械阀和

无阀两种ꎮ 机械阀脉动燃烧器在使用过程中会出现

疲劳失效问题ꎬ而无阀脉动燃烧器利用了单向气体

二极管的特性ꎬ本身没有运动部件ꎬ通常利用流体力

学效应作为燃烧产物从燃烧室回流到进口段的物理

屏障[１１]ꎮ Ｘｕ 等人[１２ － １３]认为ꎬ脉动燃烧器使用机械

阀将影响脉动燃烧的稳定性ꎬ并导致燃烧器功率调

节范围变窄ꎮ 无阀脉动燃烧器利用燃烧器声学结构

和燃料燃烧放热耦合实现脉动燃烧ꎬ大大提高了燃

烧器的运行可靠性ꎮ
脉动燃烧器的压力脉动与燃烧放热之间的相位

关系将影响脉动燃烧器的稳定运行ꎮ 徐艳英等

人[１４]对使用丙烷为燃料的尾管弯曲角度 ０°ꎬ４５°ꎬ
９０°和 １３５°的脉动燃烧器的运行特性进行研究ꎬ结
果表明ꎬ燃烧室内的压力振幅随尾管弯曲角度的增

大而减小ꎮ Ｌａｒｉｏｎｏｖ 等人[１５] 采用木材颗粒作为燃

料进行脉动燃烧ꎬ实验测定了振荡频率和振幅与

燃烧器结构的关系ꎮ Ｇｉｅｒａｓ 等人[１６] 设计一种流线

型脉动喷气发动机ꎬ通过改变燃料供给参数来研

究燃烧室内的压力幅度、推力幅度和燃烧室工作

频率的变化规律ꎮ Ｆｒｏｌｏｖ 等人[１７ － １８] 通过建立数学

模型来模拟一端封闭的管道中丙烷和空气的混气

脉动燃烧和爆燃过程ꎬ并将模型应用在船体中进

行验证ꎮ
根据文献可知ꎬ脉动燃烧器的燃料很少采用清

洁能源天然气ꎬ且尾管结构多为直尾管ꎬ弯尾管的角

度也较为固定ꎻ为增加换热面积ꎬ节省设备空间ꎬ尾
管形式可采用蛇形尾管ꎮ 使用天然气为燃料可使

脉动燃烧器作为民用换热设备成为可能ꎬ故以天然

气为燃料ꎬ蛇形尾管脉动燃烧器的运行特性亟待

研究ꎮ
本文设计了一种无阀自激脉动燃烧器ꎬ取消传

统的机械阀门ꎬ尾管采用更复杂的蛇形结构ꎬ可研究

更复杂的脉动流变化ꎻ燃烧器以天然气为燃料ꎬ通过

连续供空气和天然气的方式ꎬ实现自主激励的脉动

燃烧ꎬ可以自主调节热负荷与过量空气系数来研究

压力脉动及由压力脉动产生的频率变化ꎬ并对燃烧

器的运行特性进行实验探究ꎮ

１　 实验内容

１. １　 实验系统

脉动燃烧器实验装置如图 １ 所示ꎬ由燃烧器、供
气系统和压力测量系统组成ꎮ 供气系统的作用是为

燃烧器提供指定流量的空气和天然气ꎬ由空气压缩

机、稳压阀、调压阀、转子流量计和家用天然气供气

源组成ꎮ 转子流量计测量天然气和空气的流量ꎬ量
程分别为 ０ ~ ６ Ｌ / ｍｉｎ 和 ０ ~ ４５ Ｌ / ｍｉｎꎬ精度分别为

± ２. ５％和 ± １. ５％ ꎮ 稳压阀和调压阀用来控制和调

节空气和天然气的压力ꎮ 压力测量系统由压力传感

器、数据采集卡和电脑组成ꎮ 扩散硅压力传感器

(ＰＣＭ３００ 系列)量程为 － １００ ~ １００ ｋＰａꎬ输出电压

为 ０ ~ １０ Ｖꎬ精度为 ± ０. ５％ ꎮ 由于压力传感器对温

度十分敏感ꎬ高温气体极易对其造成破坏ꎮ 因此ꎬ金
晶等人[１９]采用半无限管的方式ꎬ将一定长度的金属

管焊接到燃烧室上ꎬ另一端连接压力传感器ꎮ

图 １　 实验装置

Ｆｉｇ. 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ｅｔｕｐ

图 ２ 给出了脉动燃烧器压力测点的布置ꎮ 在每

个测点处先焊接一根长 ３０ ｍｍ 的空心不锈钢管ꎬ再
连接长 １０ ｍｍ 的塑料软管ꎬ在塑料软管远离燃烧器

的一端设置传感器ꎬ以免受高温气体的破坏ꎬ并保证

了测量数据的可靠性ꎻ压力传感器输出的电压信号

由数据采集卡(ＵＳＢ￣１２５２Ａ 系列)实时采集ꎮ 对压

力信号进行快速傅里叶变换(ＦＦＴ)后再进行归一

化ꎬ得到燃烧器频率谱图像ꎮ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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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脉动燃烧器压力测点布置(ｍｍ)

Ｆｉｇ. ２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ｕｌｓａｔｉｎｇ ｂｕｒｎｅｒ (ｍｍ)

１. ２　 脉动燃烧器结构及原理

脉动燃烧器由混合室、燃烧室和尾管组成ꎮ 燃

烧室与尾管由法兰连接ꎮ 所有部件均采用耐高温的

不锈钢 ３１０ ｓ 制成ꎮ 混合室一端封闭ꎬ另一端与燃

烧室相连通ꎬ点火器设置在混合室尾部ꎮ 采用无阀

连续供气方式将天然气与空气通入混合室ꎬ入口喷

射角为 ９０°ꎬ反应物在混合室内充分混合ꎮ 图 ３ 为

燃烧器结构示意图ꎮ

图 ３　 脉动燃烧器结构(ｍｍ)

Ｆｉｇ. ３ Ｐｕｌｓａｔｉｎｇ ｂｕｒｎｅ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ｍｍ)

天然气与空气通过两个垂直进气口对冲通入混

合室ꎬ在混合室内充分混合ꎮ 在混合室尾部点燃混

合气ꎬ燃烧室内的压力迅速上升ꎬ燃烧后的气体产物

膨胀并通过蛇形尾管排出ꎮ 使得燃烧室的压力开始

逐渐下降ꎮ 当燃烧室内的压力下降到环境压力以下

时ꎬ由于高速气流的惯性作用烟气不断排放ꎬ直到排

出的速度降到零ꎮ 之后ꎬ热烟气会沿着尾管反流进

入燃烧室ꎬ同时天然气和空气的混合气体由混合室

流入燃烧室ꎬ导致燃烧室内的压力再次增高ꎬ并且回

流的热烟气会引燃混合气体ꎬ开始新的循环过程ꎮ

２　 实验结果及分析

２. １　 未点燃混合气体时燃烧器运行特性

图 ４ 和图 ５ 给出了未点燃混合气时燃烧室内压

力振荡曲线与频谱图ꎮ 频谱图根据进快速傅里叶变

换得到ꎮ 由图可知ꎬ未点燃情况下燃烧室内压力不

超过 ５００ Ｐａꎬ脉动频率为 ０ Ｈｚꎬ此时燃烧器内只有天

然气与空气的混合气体在管中稳定流动ꎬ压力变化只

受燃烧器内气体流动的影响ꎬ没有产生脉动现象ꎮ

图 ４　 未点燃时燃烧室内压力振荡

Ｆｉｇ. ４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ｉｇｎｉｔｉｏｎ

图 ５　 未点燃时燃烧室内频率谱

Ｆｉｇ. ５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ｉｎ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ｉｇｎｉｔｉｏｎ

２. ２　 点火过程

Ｚｈａｉ 等人[２０]对脉动燃烧器的点火过程进行了

研究ꎬ将点火到稳定脉冲燃烧的过程分为预燃过渡、
成长和极限循环振荡 ３ 个阶段ꎮ 智同生等人[２１] 模

拟了脉动燃烧器的点火过程ꎬ分析得到爆燃能量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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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和烟气回流是脉动燃烧器成功点火的重要原因ꎮ
图 ６ 是本文设计的脉动燃烧器成功点火过程的压力

振荡曲线ꎮ 由图 ６ 可知ꎬ点火过程分为爆燃区、过渡

区和稳燃区 ３ 个区域ꎮ 电火花点燃混合气ꎬ发生爆

燃ꎬ爆燃区压力先急剧升高后急剧降低ꎬ形成了最大

幅值约 １１ ｋＰａ 的 １ 次压力振荡ꎮ 过渡区压力振荡

逐渐趋于稳定ꎬ随后形成了周期性振荡ꎬ在稳燃区内

压力周期性循环振荡ꎬ实现脉动燃烧ꎮ

图 ６　 脉动燃烧器点火过程压力振荡

Ｆｉｇ. ６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ｉｇ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ｕｌｓａｔｉｎｇ ｂｕｒｎｅｒ

２. ３　 热负荷对运行特性的影响

不改变燃烧器结构参数ꎬ系统地调节热负荷ꎬ研
究压力振幅的变化ꎮ 经过实验测试ꎬ在过量空气系

数为 ０. ９ ~ １. ４ꎬ热负荷大于 ５. ６３ ｋＷ 时ꎬ燃烧器能

产生稳定的脉动燃烧ꎮ 图 ７ 给出了热负荷为 ５. ６３
ｋＷ 时的压力振荡图像ꎮ 在此工况下ꎬ燃烧器压力

振荡振幅较小ꎮ

图 ７　 热负荷为 ５. ６３ ｋＷ 时燃烧室入口处压力振荡

Ｆｉｇ. ７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ｌｅｔ ｏｆ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ａｔ ｈｅａｔ ｌｏａｄ ｏｆ ５. ６３ ｋＷ

图 ８ ~ 图 ９ 是过量空气系数为 １. ３６ 时燃烧室

入口压力振幅、压力均值及频率随热负荷的变化曲

线ꎮ 由图可知ꎬ压力振幅、均值和频率均随热负荷

的增大而增大ꎬ热负荷达到 １８. ８ ｋＷ 后ꎬ增长趋于

平缓ꎮ 这是由于热负荷超过 １８. ８ ｋＷ 后ꎬ受燃烧

器结构的限制ꎬ参与燃烧反应的气体体积达到最

大ꎬ通入更多的混合气将不参与燃烧ꎬ直接排除燃

烧器ꎬ所以脉动燃烧的压力振荡数值和频率无明显

变化ꎮ

图 ８　 过量空气系数为 １. ３６ 时燃烧室入口压力

随热负荷变化

Ｆｉｇ. ８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ｌｅｔ ｏｆ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ｗｉｔｈ ｈｅａｔ ｌｏａｄ ａｔ ｅｘｃｅｓｓ ａｉｒ ｆａｃｔｏｒ ｏｆ １. ３６

图 ９　 过量空气系数为 １. ３６ 时燃烧室入口频率

随热负荷变化

Ｆｉｇ. ９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ｌｅｔ ｏｆ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ｗｉｔｈ ｈｅａｔ ｌｏａｄ ａｔ ｅｘｃｅｓｓ ａｉｒ ｆａｃｔｏｒ ｏｆ １. ３６

图 １０ ~ 图 １１ 为过量空气系数 １. ３６、热负荷

１８ ８ ｋＷ 工况下燃烧室入口处的压力振荡图像和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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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谱图ꎬ 压 力 振 荡 最 大 幅 值 约 ５ ｋＰａꎬ 频 率 为

３５ ７２ Ｈｚꎮ

图 １０　 过量空气系数 １. ３６、热负荷 １８. ８ ｋＷ 时

燃烧室入口处压力振荡

Ｆｉｇ. １０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ｌｅｔ ｏｆ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ａｔ ｅｘｃｅｓｓ ａｉｒ ｆａｃｔｏｒ

ｏｆ １. ３６ ａｎｄ ｈｅａｔ ｌｏａｄ ｏｆ １８. ８ ｋＷ

图 １１　 过量空气系数 １. ３６ 热负荷 １８. ８ ｋＷ 时

燃烧室入口处频率谱

Ｆｉｇ. １１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ｌｅｔ ｏｆ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ａｔ ｅｘｃｅｓｓ ａｉｒ ｆａｃｔｏｒ ｏｆ

１. ３６ ａｎｄ ｈｅａｔ ｌｏａｄ ｏｆ １８. ８ ｋＷ

表 １ 给出了热负荷为 １８. ８ ｋＷ、过量空气系数

为 １. ３６ 时燃烧器不同位置压力振幅均方根值ꎮ 由

表 １ 可知ꎬ混合气被点燃后ꎬ在燃烧室中心处压力振

荡最剧烈ꎬ在尾管出口处压力振荡最微弱ꎮ 这是由

于ꎬ烟气在沿燃烧室和尾管排出燃烧器的过程中ꎬ烟
气温度和流动速度越来越小ꎬ热烟气排放和冷空气

回流的阻力增大ꎬ导致压力振幅降低ꎮ

表 １　 燃烧器不同位置压力振幅均方根值

Ｔａｂ. １ Ｒｏｏｔ ｍｅａｎ ｓｑｕａｒ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ｕｒｎｅｒ

位　 置 压力均方根值 / Ｐａ

燃烧室入口 ３８８

燃烧室中心 ３９７

尾管入口 ３１３

尾管出口 ９６

　 　
２. ４　 过量空气系数对运行特性的影响

燃烧器能产生稳定压力振荡时过量空气系数的

范围为 ０. ９ ~ １. ４ꎮ 当过量空气系数小于 ０. ９ 时ꎬ压
力振荡图像和图 ４ 相似ꎬ表明气体未被点燃ꎻ当过量

空气系数大于 １. ４ 时ꎬ脉动燃烧发生爆轰引起熄灭ꎮ
图 １２ 为过量空气系数为 １. ４ 时压力振荡变化曲线ꎮ
在实际的使用过程中ꎬ过量空气系数不应超过 １. ４ꎮ

图 １２　 过量空气系数为 １. ４ 时燃烧室内入口处压力振荡

Ｆｉｇ. １２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ｌｅｔ ｏｆ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ａｔ ｅｘｃｅｓｓ ａｉｒ ｆａｃｔｏｒ ｏｆ １. ４

图 １３ 为在燃烧室入口处热负荷为 １８. ８ ｋＷ 时

压力振幅和均值随过量空气系数的变化曲线ꎮ 由图

１３ 可知ꎬ压力振幅随过量空气系数的增大而增大ꎬ
但压力均值变化不大ꎮ

图 １４ 为燃烧室入口处在热负荷为 １８. ８ ｋＷ 时

频率随过量空气系数变化曲线ꎮ 由图 １４ 可知ꎬ过量

空气系数的提升会导致脉动燃烧器运行频率的下

降ꎮ 这是由于在相同热负荷下ꎬ过量空气系数增大

时ꎬ燃气的质量流率保持不变ꎬ空气的质量流率升

高ꎬ使得燃烧室内的整体温度降低ꎬ进一步导致燃烧

器的声速降低ꎬ因而频率相应降低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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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３　 热负荷为 １８. ８ ｋＷ 时压力随过量空气系数的变化

Ｆｉｇ. １３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ｗｉｔｈ ｅｘｃｅｓｓ ａｉｒ ｆａｃｔｏｒ ａｔ

ｈｅａｔ ｌｏａｄ ｏｆ １８. ８ ｋＷ

图 １４　 热负荷为 １８. ８ ｋＷ 时频率随过量空气系数的变化

Ｆｉｇ. １４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ｗｉｔｈ ｅｘｃｅｓｓ ａｉｒ ｆａｃｔｏｒ

ａｔ ｈｅａｔ ｌｏａｄ ｏｆ １８. ８ ｋＷ

２. ５　 频率跳变现象

脉动燃烧器在稳定运行后ꎬ降低热负荷均出现

了频率跳变现象ꎮ 图 １５ ~ 图 １８ 为燃烧器在过量空

气系数为 １. ３６ꎬ１. １２ꎬ０. ９５ 和 ０. ９ 时降低热负荷时

的频率变化ꎮ 可以看出ꎬ当过量空气系数一定时ꎬ燃
烧器在基波振型的脉动频率值下稳定运行ꎬ脉动频

率随热负荷的降低而降低ꎻ当热负荷降低到一定数

值时ꎬ其脉动频率上跳到高一阶次谐波振型的频率

值ꎬ若热负荷继续降低则频率将在这一谐波振型上

继续下降ꎮ 这是由于降低热负荷时ꎬ热释放过程与

高一阶次谐波振型的压力脉动同相位ꎬ特征燃烧时

间约等于高一阶次谐波周期的二分之一ꎮ 这种情况

出现时ꎬ这一谐波振型的压力脉动被激励ꎬ但是由于

热量的释放ꎬ原有的基本振荡频率将无法得到有效

地保持ꎬ导致频率跳变ꎮ 由图还可以看出ꎬ当过量空

气系数接近 １ 时ꎬ频率跳变的基频和高一阶次谐频

均较高ꎮ 这是由于在一定的燃烧器结构下ꎬ燃烧强

度越大ꎬ热释放就越多ꎬ脉动周期将缩短ꎬ导致频率

较高ꎮ

图 １５　 过量空气系数为 １. ３６ 时频率随热负荷的变化

Ｆｉｇ. １５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ｗｉｔｈ ｈｅａｔ ｌｏａｄ

ａｔ ｅｘｃｅｓｓ ａｉｒ ｆａｃｔｏｒ ｏｆ １. ３６

图 １６　 过量空气系数为 １. １２ 时频率随热负荷的变化

Ｆｉｇ. １６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ｗｉｔｈ ｈｅａｔ ｌｏａｄ

ａｔ ｅｘｃｅｓｓ ａｉｒ ｆａｃｔｏｒ ｏｆ １. １２

图 １７　 过量空气系数为 ０. ９５ 时频率随热负荷的变化

Ｆｉｇ. １７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ｗｉｔｈ ｈｅａｔ ｌｏａｄ

ａｔ ｅｘｃｅｓｓ ａｉｒ ｆａｃｔｏｒ ｏｆ ０.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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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８　 过量空气系数为 ０. ９ 时频率随热负荷的变化

Ｆｉｇ. １８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ｗｉｔｈ ｈｅａｔ ｌｏａｄ

ａｔ ｅｘｃｅｓｓ ａｉｒ ｆａｃｔｏｒ ｏｆ ０. ９

３　 结　 论

设计了一种无阀自激脉动燃烧器ꎬ以天然气为

燃料ꎬ通过连续供空气和天然气的方式实现自主激

励的脉动燃烧ꎬ对其运行特性进行了实验研究ꎬ得到

以下结论:
(１) 过量空气系数在 ０. ９ ~ １. ４ 范围内ꎬ燃烧器

产生稳定的脉动燃烧ꎬ最小热负荷为 ５. ６３ ｋＷꎻ从点

火到稳定脉动燃烧的过程分为 ３ 个区域:爆燃区、过
渡区和稳燃区ꎮ

(２) 在不改变燃烧器结构的条件下ꎬ脉动燃烧

器燃烧室内的压力幅值、均值和运行频率均随热负

荷的增大而增大ꎬ当热负荷达到一定值后增长趋于

平缓ꎻ燃烧器的压力幅值随过量空气系数的增大而

增大ꎬ运行频率随着过量空气系数的增大而降低ꎻ混
合气被点燃后ꎬ燃烧室中心处压力振荡最为剧烈ꎬ沿
尾管压力逐渐降低ꎬ尾管出口处最低ꎮ

(３) 在不改变脉动燃烧器结构的条件下ꎬ燃烧

器在稳定运行后降低热负荷时均出现了频率跳变现

象ꎮ 过量空气系数接近 １ 时ꎬ频率跳变的基频和高

一阶次谐频均较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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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　 讯

罗尔斯罗伊斯公司为位于科罗拉多州的托管数据中心

提供应急备用电源

据官方报道ꎬ罗尔斯罗伊斯公司从其经销商史密斯动力产品公司获得了一份订单ꎬ为 ＮＯＶＶＡ 数据中

心提供两台 １ ５００ ｋＷ 的 ＭＴＵ 动力电池组(ＫＰＰｓ)ꎮ ＮＯＶＶＡ 数据中心是美国西部可持续、安全托管的先锋ꎮ

这两台 ＫＰＰｓ 将为该公司科罗拉多斯普林斯数据中心的扩建提供应急备用电源ꎮ 罗尔斯罗伊斯公司的电

力系统部门已经通过史密斯电业制造公司为 ＮＯＶＶＡ 的各个地点交付了超过 ５０ ＭＷ 的 ＭＴＵ 应急柴油发电

机组ꎮ

(孙嘉忆摘译自 ｈｔｔｐｓ: /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ｒｏｌｌｓ￣ｒｏｙｃｅ. 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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