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物质电厂内燃料收贮系统研究
链接：www.china-nengyuan.com/tech/163781.html 
来源：工业与信息化

生物质电厂内燃料收贮系统研究

付林云

（上海市机电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海200041）

 摘要：生物质电厂因为燃料的特殊性，收贮系统往往成为其能否成功的掣肘因素，因此设计一套流程合理、运行通
畅、适用性强的收贮系统就成了首要任务。本文从燃料进厂、卸料、堆取、存储的设计论述了适合生物质电厂的收贮
系统，并以上海电气蒙城生物质发电项目为例说明其典型收贮系统的设计合理性。

 前言

 随着环保的要求越来越严格，有关部门越来越重视农林业废弃物的处理问题。农林业废弃物，统称为生物质，它是
当今世界上仅次于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第四大能源[1]

；生物质电厂有低碳、环保、节能等优点，利用生物质能发电是我国迫切需要的，也是解决能源出路的最好途径之一
。

 燃料收贮系统是生物质电厂中的关键环节，电厂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此。从广义上说，收贮系统包括燃料
的收集、运输、贮存等环节，分布在厂内厂外。狭义的收贮系统只包括厂内的处理环节，厂外环节被划入收贮运系统
。根据工程的具体模式，厂内和厂外设置的环节会有所不同，本研究只论述狭义的收贮系统，即厂内收贮系统。

 1燃料进厂方式和形态分析

 1.1燃料进厂方式分析

 农林生物质具有重量轻、体积大、分布面积广、收获具有季节性等特点。针对生物质的这些特点，厂外一般采用公
路运输方式。目前，较常见的运输方式是：个体收购者或农民将收割后留在田间的秸竿集中到田头或屋前屋后空地上
，通过农用车送到就近收购站，在收购站打捆或粉碎后贮存，清除燃料中夹杂砖头土块，对含水量大的燃料进行风干
，利于进厂燃料质量保证，当电厂需要时，用载重车辆运往电厂燃料堆场。

 由于生物质比重轻、体积大，运输车辆载重量受到限制，当电厂装机容量在25MW时，每天进入电厂的燃料量在70
0~800t，每辆车载重按5~10t计算时，一天按日间运行12小时计算，每小时进厂5~11辆车，几乎是每隔5~10分钟就有一
辆载重车进厂，在厂内测试水分、计量还需停留1~2分钟，厂前的燃料进厂道路上车辆将是连续不断。目前国能集团
、大唐、凯迪等所建的生物质电厂，为了减少运输成本，都配有大车箱专用自卸汽车从收购站运往电厂。

 1.2入厂形态的选择

 从燃料进厂时的形态方面来说，火电厂的燃煤不破碎、不包装（如装袋）直接散料进厂；生物质电厂由于燃料的特
殊性，其进厂的形态有多种方式，如根据是否破碎、是否打包可分成破碎打包进厂、破碎不打包进厂、不破碎打包进
厂、不破碎不打包进厂等方式。

 根据含水率是否满足入炉需求，燃料可分为干料和湿料。根据相关规范要求，硬质秸秆及辅助燃料的厂外收贮站，
应对燃料进行晾晒及破碎处理，软质秸秆入厂前宜在厂外的收贮站晾晒及打包，故一般情况下建议厂外晾晒处理燃料
，保证进厂的燃料符合燃烧要求，而不需在厂内再作处理。

 比较来说，破碎晾晒环节放在厂内，用电成本相对高，电厂占地面积会大大增加，但可作一体化管理；破碎晾晒环
节放在厂外，可根据具体情况申请农业用电和用地，故用电成本相对低，电厂占地面积相对较小，但需分散管理。根
据对燃料的要求，在物流入厂门卫处设置地磅和水分检测等设备。进厂燃料的形式选择需结合广义的收贮系统统一考
虑。

 2燃料接卸堆取和贮存比较

 2.1燃料接卸堆取比较

                                                  页面 1 / 3



生物质电厂内燃料收贮系统研究
链接：www.china-nengyuan.com/tech/163781.html 
来源：工业与信息化

 （1）燃料接卸方式。燃料进厂后有两种接卸方式——汽车自卸，起重机或抓料机卸车。燃料接卸方式和上料方式
有很大关系，总的也有两种——铲运机上料和起重机上料。先介绍各种不同的方式如下。

 ①汽车自卸的接卸方式，根据设施不同可分为如下三种 [2]：

 a.硬质秸秆及辅助燃料可采用汽车卸料沟接卸，也可直接卸入秸秆仓库、半露天堆场或露天堆场。

 b.采用汽车卸料沟卸料时，卸料沟的长度及容量应根据运输汽车的型号、卸料方式、来车频率等条件确定，其输出
能力应与卸车出力相适应。

 c.条件合适时，可采用活底料仓接卸燃料。当采用活底料仓卸料时，活底料仓的输出能力与卸车能力及系统输出能
力相适应。其中，汽车卸料沟、活底料仓是自动化堆料的前提，亦即是如果需设置自动化堆料流程（往往伴随自动化
取料），那么必须设置前两种卸料方式。而直接自卸式适用于非自动化流程，人工参与度较高。

 ②起重机或抓料机卸车方式。抓料机卸车的能力小，效率低，一般只适合少量的卸料工作，如板车运料进厂的卸车
，故不是整个电厂卸车的主力。一般设备卸车的主力是起重机，如秸秆堆码起重机。它们的适应范围如下：

 a.采用秸秆仓库贮存软质秸秆包料时，宜在秸秆仓库设桥式秸秆堆码起重机进行接卸，秸秆堆码起重机数量不宜少
于两台。

 b.采用半露天或露天燃料堆场贮存软质秸秆时，可在燃料堆场设桥式起重机、移动式抓料机、固定旋转式抓料机或
叉车进行秸秆的堆料和取料作业。

 （2）燃料堆取方式。燃料的堆取方式和接卸方式紧密相关，因为设计时尽量减少设备种类和数量，故将设备最大
程度重复利用，堆取设备和接卸设备往往是同一种。一般有如下几种情况：

 ①前端装载机+铲运机形式。当燃料以散装堆存时，可用前述设备进行堆料和取料。它一般适用于汽车自卸方式入
厂的燃料。

 ②铲运机机+抓斗起重机的形式。不管燃料以何种方式入厂，都可采用前述设备进行堆取作业，有时甚至可以只用
起重机。如果是散料进厂，可用抓斗起重机造堆，铲运机上料；也可造堆和上料均使用抓斗起重机。③秸秆码垛起重
机+链条输送机+破包机的形式。当秸秆打包进厂且打包存放时，可用秸秆码垛起重机卸车、堆存和上料，并通过链
条输送机运至破包机处破包。

 （3）优缺点比较。从前述分析可以看出，针对不同条件入厂的燃料，采取的方式就只有1~2种。如散状入厂，则散
状堆存，亦即散状上料；这样一来只有两种选择，一是汽车自卸+铲运机+前端装载机堆存和上料；二是汽车自卸+抓
斗起重机+前端装载机堆存和上料。如果打包进厂，只能通过秸秆码垛机进行卸料、堆放和取料，一般在上料之初破
包。早期国内有借鉴国外经验在入炉口破包，但实际运行中效果都差强人意，最后纷纷改造了。下面就散状燃料的堆
取方式做个比较。

 ①汽车自卸+铲运机+前端装载机堆存和上料方式。优点：对料棚要求低，相应的土建造价低，露天料场也可适用
。缺点：堆存高度低，可存放的燃料相对就少，作业效率低。

 ②汽车自卸+抓斗起重机+前端装载机堆存和上料方式。优点：能堆存高度较高，可有效利用存贮面积；作业效率
高。缺点：对料棚要求高，相应的土建造价低。若要用在露天料场，需使用门式起重机。

 2.2料场形式分析比较

 根据规范要求，发电厂位于多雨地区时，应根据生物质的物理特性、输送系统、料场设备及燃烧系统的布置与形式
等条件，确定是否设置干料贮存设施。

 根据国发〔2013〕37号文件《国务院关于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的要求，“电厂内大型煤堆、料堆要
实现封闭储存或建设防风抑尘设施”。据此，厂内料场可设计成三种模式：一是封闭式料仓，二是半封闭式料场加防
风网，三是露天料场加防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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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闭式料仓是指设顶棚，围墙的建筑；半封闭式料场是指设顶棚的建筑，可设挡墙和防风网；露天料场不设棚和围
墙。为了尽快排掉积水，干料棚和露天料场一般均做地坪处理，设置排水坡度，并在四周设排水沟。

 封闭式料仓和半封闭式料场需根据接卸和堆取设备的设计确定。露天料场的大小可根据场地情况设计，同时宽度应
结合土建专业要求，但一般要求单个料场的贮存量不超过2万吨。

 这三种料场形式其各有优缺点。封闭式料场的防火等级高，造成实际可利用料场面积大为缩小，土建成本也高；露
天料场加防风网造价高，同时没有防雨功能，而秸秆类燃料对水比较敏感。半封闭式料棚兼顾了前两者的优点，又避
免了前两者的缺点，在综合造价、土地利用率和防雨方面均取得了均衡，故实际设计中一般选择半封闭式料棚。

 根据采取的卸料和堆料形式，料棚的跨度设计有如下两种：

 （1）当卸料或堆取料需用起重机时，料棚一般设计成33m的标准跨度，棚长度可根据场地情况确定。当现场情况
限制，跨度达不到33m时，也可适当缩小或加大，一般需在<25m，35m>的范围内。

 （2）当卸料或堆取料不需起重机时，料棚的跨度可与土建商量确定，一般不超过35m为宜。

 当锅炉工艺有混料的需求时，在条件允许时尽量设置在料场混料，条件有限时与锅炉专业商量后可考虑在缓冲料仓
内混料。在料场混料时，一般不设精确配料，而是通过装载机等模糊配料。在缓冲料仓内混料时，两种燃料可先落入
同一胶带机上，再进入料仓自动混合。

 3结束语

 以上海电气投资的淮北市杜集区热电项目为例做燃料收贮系统研究设计，目前该项目已建成，运行良好。本项目规
模为2×75t/h高温高压流化床锅炉，燃料以小麦、玉米、豆类秸秆为主。设计以汽车运输进厂，软质秸秆破碎后打包
入厂，建筑模板或林业废弃物大块进厂，厂内破碎。打包秸秆采用抓斗起重机和装载机配合卸载、人工拆包、再堆存
和取料；其余燃料为自卸、抓斗起重机、装载机堆存和取料；厂内设3个干料棚，均为半露天料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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