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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讲述燃料性质、燃烧基础理论和燃烧技术等内容，具有较强的知识性、系统性和技术性；同
时结合每一章所讲述的内容，在章节末尾都设计了思考题，有助于加强读者对概念的理解。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热能工程等相关专业本科生、研究生的教材。
同时也适合从事热能工程、能源动力等相关领域工作的技术人员和科研人员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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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固体燃料　　1.2.1 煤炭的形成　　成煤必须具备4个先决条件：a植物条件；b气候条件；C地理
条件；d地壳运动条件。
煤炭是古代的有机物（丰要是植物）的遗体，因为地壳运动而埋没地下，在适宜的地质环境中经过生
物及化学的变质作用而形成的。
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泥煤炭化阶段，即由植物转变成泥炭阶段。
当植物枯死之后，堆积在充满水的沼泽中，开始是水存在的氧气不足，后来在水面下隔绝空气，并在
细菌的作用下，直到植物的各部分不断分解，牛日互作用，最后植物的遗体变成了褐色或黑褐色的淤
泥物质，这就是泥炭。
这个过程，叫做泥炭化过程。
这个阶段需要漫长的地质历史时期，需要进行千百万年。
第二阶段，由泥炭转变成褐煤，褐煤转变成烟煤，烟煤再转变成无烟煤阶段。
当泥炭层形成后，有水经常冲刷大陆的低洼地方，带来了大量的砂石，泥炭层逐渐形成岩层（称为顶
板）。
被埋在顶板下的泥炭层在顶板岩石层的压力作用下，发生了压紧、失水、胶体老化、硬结等一系列变
化，同时它的化学组成也发生了缓慢的变化，逐步变成密度较大、较致密的黑褐色的褐煤。
当顶板逐渐加厚，顶板的静压力逐渐增高，煤层中温度也逐渐升高后，煤质便发生变化，逐渐由成岩
作用变成了以温度影响为主的变质作用。
这样褐煤逐渐变成了烟煤、无烟煤。
如果有更高的温度，最终可能变成石墨。
　　1.2.2 煤的煤化种类　　煤嵌形成的过程中，由于受到压缩而坚固，其中所含水分及挥发物不断减
少，因此碳的含量小断增加，向氧、氢、氮等含量则不断减少，这一过程称为煤的煤化过程。
根据煤的煤化程度可以把煤分为四种大的类型：泥煤、褐煤、烟煤和无烟煤。
　　（1）泥煤　　泥煤（peat coal）是地质年代最短的煤，有时又称为泥炭。
正如煤的形成过程中所述的，泥煤埋在地下年代不长，所以在结构上尚保留着植物遗体的痕迹，质地
疏松，吸水性强，水分含量极岛，多达85％～90％，开采后经过风干，水分含量町降到25％～35％。
此外，泥煤的含氧量也最多（高达28％～38％），含碳量较少，是煤中含碳量最少的煤。
在使用性能上，泥煤的主要用途是锅炉燃料和气化原料，也可制成焦炭供小高炉使用。
由于以上特电，泥煤的工业价值不大，更不适宜远途运输，只可作为地方性燃料在产区附近使用。
所以，在煤炭的工业分类中甚至不包括泥煤。
　　我国泥煤产量不多，产区主要在西南各省及浙江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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