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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垃圾焚烧炉受热面积灰分析及预防
梁 华

宣威市鸿志新能源有限公司 云南 曲靖 655000

【摘 要】生活垃圾焚烧炉的余热锅炉存在受热面积灰结焦现象，根据 xx公司#1、#2 焚烧炉运行情况，其受热

面积灰结焦对锅炉的安全、经济运行有着直接影响。本文针对余热锅炉积灰结焦与清灰方式进行分析，对清灰方式

进行合理优化调整，对提高垃圾焚烧炉的长周期运行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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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生活垃圾产生量逐年增多，

据了解 2018 年全国 200 个大、中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

达到了 21147.3 万吨；为更有效进行垃圾处置并进行资

源化循环利用，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工艺应运而生，截止

2019 年全国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已超过 610 个。由于生

活垃圾中富含 Cl、S 及 Na、K、Mg、Ca、Fe 等腐蚀性

和低灰熔点的元素及复合成分，造成焚烧炉受热面高温

腐蚀、氯腐蚀等严重共性问题；对焚烧炉运行安全性、

经济性造成较大影响。

锅炉受热面积灰结焦是指温度低于灰熔点时灰焦

沉积在受热面上的积聚，可按如下标准进行分类：

飞灰温度范围划分：可分为熔渣、高温沉积灰、低

温沉积灰。

积灰强度划分：可分为松散性积灰和粘结性积灰。

积灰是个复杂的物理化学过程、是目前垃圾焚烧炉

运行中的重要影响因素，随着焚烧炉运行时间延长，会

严重地影响到锅炉的换热效率，影响锅炉运行周期，造

成重大经济损失。本文探讨生活垃圾焚烧炉受热面积灰

结焦的形成和抑制方法，对于垃圾焚烧炉的安全运行具

有重要意义。

1.XX公司垃圾焚烧炉清灰方式与清灰效果分析

1.1.余热锅炉实际积灰情况

XX 公司为垃圾焚烧发电厂，设计容量为 2*600 吨/
天机械炉排炉+2*12MW 凝汽式汽轮发电机组，焚烧炉

采用机械炉排炉，中温中压主汽参数。随着运行时间延

长，一、二通道受热面积灰、结焦严重，温度场后移，

导致烟预器与水平烟道受热面管壁上产生高温沉积灰

与粘结灰。

1.2.清灰方式与布置

（1）一期#1、#2 炉清灰方式分为两种：烟预器蒸

汽吹灰、水平烟道振打清灰。

（2）蒸汽吹灰布置方式：采用长伸缩式吹灰器，

布置在烟预器入口两侧，每侧上下各两台。如图 1：

图 1

①吹灰器控制蒸汽压力 1.2-1.5MPa、温度 380-400℃。

②实际吹灰效果：修后 30 天，一次风温度有明显

上升。超过 60 天后，一次风温度提升效果变差。

③锅炉运行 60 天后，烟预器后负压上升，二烟道

与炉膛负压变小。

（3）振打清灰装置：采用甩锤撞击受热面下部联

箱将管壁积灰振散掉落，达到清灰目的。

①振打清灰装置的布置：过热器、蒸发器、省煤器

水平烟道两侧下部。如图 2：

图 2

②实际运行情况：由于烟气中的粘结灰多，实际清

灰效果差。停炉后检查管壁上仍有较厚积灰，三级、二

级过热器较为严重。

1.3.XX 公司一期#1、#2 垃圾焚烧炉积灰成分分析

（1）与燃煤锅炉不同，燃煤锅炉灰成分稳定，垃

圾成分千变万化，很难分析。特别是 XX 地区人口流动

性大，垃圾成分复杂，故只能根据实际燃烧、积灰情况

进行清灰方式的调整。

（2）设计燃料特性

表 1 XX 公司#1、#2 炉燃料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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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单位 低值 标准 高值

低位热值 kJ/kg 4186 7000 8372

水分 % 62.9 51.1 40

比重 t/m3 0.3 0.25 0.15

元素组成(干基）

C

H

O

N

S

CL

%

%

%

%

%

%

60.29

12.66

25.35

1.07

0.11

0.52

60.78

12.75

24.99

0.92

0.1

0.46

61

12.77

24.91

0.82

0.08

0.42

（3）积灰部位与清灰情况

①余热锅炉积灰部位主要集中在二烟道水冷壁、烟

预器前两排、三级过热器前几排。

②从实际积灰情况看，越靠近管壁的积灰越硬，说

明飞灰的化学反应随锅炉运行时间增加与温度的上升

变得越坚硬。

③二烟道水冷壁管壁积灰主要是高温粘结灰，目前

进行人工清灰。

④烟预器积灰图片 1、图片 2：

图片 1:烟预器清灰前 图片 2：烟预器清灰后

2.余热锅炉积灰预防与运行管理

2.1.运行管理

2.1.1.锅炉运行管理

①炉膛温度的控制

A.正常运行时，按照设计要求控制在 850-1050℃之

间。

B.炉膛温度低于 850℃时投用辅助燃烧器，确保温

度达标。

C.炉膛温度高于 1050℃时加大二次风量或适当降低

燃烧强度以降低炉温，防止发生灰熔化后粘结在炉壁上，

从而使传热恶化。防止温度场后移，避免烟预器产生过

多的高温沉积灰。

2.1.2.减少炉排翻动次数：特别是燃烬炉排的翻动、

滑动次数

①垃圾热值稳定时，调整好料层（500-600mm）和

配风，尽可能的将火床控制在燃烧炉排的中部靠后位置。

②根据实际燃烧情况，剪切刀运行间隔时间控制在

300-500s 之间，尽量减少翻动次数。 2.1.2.3 尽可能使

垃圾在燃烧段完全燃烧，根据灰渣厚度（控制在

600-800mm）延长燃烬段运行间隔时间，减少扬灰。

2.1.3.蒸汽吹灰、振打清灰运行管理

①禁止低负荷时进行吹灰工作。锅炉负荷控制在

52t/h 以上。

②吹灰压力不宜过低，蒸汽压力控制在 1.2-1.5MPa
之间。

③严禁未疏水就进行吹灰工作。吹灰前必须进行预

热与疏水，防止蒸汽带水加剧飞灰内的化学反应。

④振打清灰间隔控制在 1 小时-1.5 小时之间。

2.1.4.一次风控制

①按照设计要求进行锅炉调整，一次风温度控制在

230℃左右。风量的增加将增加扬灰。

②每个值（8 小时）进行一次蒸汽吹灰，保证换热

效果，防止出现积灰过厚而出现吹灰困难。

③合理调整燃烧，尽量保持较高的一次风温度。

④合理配风，加强调整，保证合适的一次风量。

2.1.5.垃圾池管理

①合理分区，确保垃圾发酵时间 7-10 天，减小入炉

垃圾热值大幅波动频率。

②加强垃圾池渗滤液排水工作，降低垃圾含水量。

保证每天垃圾池门前清沟完成，渗滤液正常排放。

③合理进行倒料工作，根据发酵情况确定掺烧比例。

④提高入厂垃圾品质。

2.1.6.二烟道螺旋输灰

①保证二烟道螺旋正常运行，保证正常下灰。

②确保二烟道螺旋各轴端、检查孔不漏风，减少扬

灰。

③确保双层挡板卸灰阀正常运行，卸灰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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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检修管理

2.2.1.制定垃圾吊合理检修周期，保证垃圾吊正常

运行。

2.2.2.各炉排、剪切刀设备定期进行检修，确保运

行可靠。

2.2.3.锅炉漏风将增加烟气量，导致携带飞灰能力

增加。为了减少漏风，每月进行锅炉漏风排查治理，

减少漏风。

2.2.4.加强对蒸汽吹灰器、振打清灰装置的维护，

避免装置停运导致受热面积灰清理困难。

2.2.5.根据锅炉运行状况合理安排检修计划，停炉

进行管壁人工清灰。

2.3.在线人工清灰

2.3.1.根据锅炉运行情况，逐个采用压缩空气，对

尾部受热面管壁积灰进行清理。

2.3.2.由于烟预器前部无人孔，对于烟预器的人工

清灰未试验过。

3.结语

对于已经运行四年的 XX 公司三段式炉排炉，我们

在受热面积灰的治理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从各

分析结果来看，只要加强运行管理，提高设备的健康水

平，靠现有设备也能实现垃圾焚烧锅炉长周期运行，提

高锅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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