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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锅炉及锅炉房设备”是高等学校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专业的重要专业课程之一。
本书系统阐述了锅炉及锅炉房设备与系统的组成、工作原理、设计及计算的方法等方面的基础理论及
专业知识。
全书共14章，第1章主要介绍锅炉的发展、基本构造及工作过程、参数系列与型号等；第2章介绍锅炉
燃料的分类、组成及基本性质；第3章介绍锅炉的物质平衡与热平衡；第4章简要介绍燃料燃烧的基础
理论、我国目前常用的锅炉燃烧设备及锅炉的结构形式等；第5章介绍锅炉的送引风系统及计算；第6
章介绍燃料供应及除灰渣系统；第7章介绍了锅炉的水循环及蒸汽净化；第8章介绍了锅炉房水处理设
备及汽水系统；第9、10章介绍了工业锅炉房设计及锅炉运行与管理等方面的相关知识；第11章介绍常
用的工业锅炉的热工试验方法；第12、13章介绍了锅炉的热力计算和强度计算；第14章介绍能够供热
的其他热源设备与系统，包括电热锅炉、余热锅炉、地热技术及热泵技术等。
　　由于城市环境保护方面的要求，许多城市均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燃煤锅炉的使用，本书加大了对燃
油、燃气设备与系统的基础理论及专业知识的介绍，精减了锅炉热力计算内容，以我国标准GB/T 9222
—2008为主，介绍了锅炉强度计算的方法。
此外还介绍了其他如电能、余热利用、太阳能及热泵等当今被广泛关注的热源设备。
全书除了基础理论的介绍，还注重常用及先进设备与技术的阐述并注意引导学生关注国家的政策导向
。
本书的内容调整及章节划分，尽可能体现理论及技术知识的系统性及连贯性。
　　本书由刘艳华教授、杨春英副教授编写，其中第1、2、3、4、11、12、13、14章由西安交通大学
刘艳华教授编写，第5、6、7、8、9、10由哈尔滨工程大学杨春英副教授编写，全书由刘艳华统稿，由
西安交通大学曹子栋教授审读，并提出了宝贵意见，在此表示深切感谢!　　本书引用了许多国内权威
资料（数据、图表、例题、工程设计及标准等），由于教材的特殊性以及时间仓促，本书没有在文中
具体位置标明所引用资料的具体出处，仅将所引用文献集中于书后列出，这里向各位作者表示歉意。
另外，书中如有疏忽或漏引之处，还望有关文献的作者能及时指正，以便修改。
由于作者水平和经验有限，不妥之处在所难免，也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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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锅炉及锅炉房设备》共14章，第1章主要介绍锅炉的发展、基本构造及工作过程、参数系列与型
号等；第2章介绍锅炉燃料的分类、组成及基本性质；第3章介绍锅炉的物质平衡与热平衡；第4章简要
介绍燃料燃烧的基础理论、我国目前常用的锅炉燃烧设备及锅炉的结构形式等；第5章介绍锅炉的送
引风系统及计算；第6章介绍燃料供应及除灰渣系统；第7章介绍了锅炉的水循环及蒸汽净化；第8章介
绍了锅炉房水处理设备及汽水系统；第9、10章介绍了工业锅炉房设计及锅炉运行与管理等方面的相关
知识；第11章介绍常用的工业锅炉房热工试验方法；第12、13章介绍了锅炉的热力计算和强度计算；
第14章介绍能够供热的其他热源设备与系统，包括电热锅炉、余热锅炉、地热技术及热泵技术等。
　　《锅炉及锅炉房设备》加大了对燃油、燃气设备及系统的基础理论及专业知识的介绍，精减了锅
炉热力计算内容，以我国标准GB/T 9222—2008为主，讲述了锅炉强度计算的方法。
此外还讲述了其他如电能、余热利用、太阳能及热泵等当今被广泛关注的热源设备。
　　《锅炉及锅炉房设备》可作为高等本专科学校及高等职业学校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专业的教学用
书，也可供相关工程技术人员在进行锅炉房工艺设计、施工及运行管理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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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气化煤气　　以空气、水蒸气、氧气或它们的混合气体为气化剂，让煤或焦炭在高温条件
下气化，所得到的可燃气体为气化煤气。
按照原料和气化剂的不同组合，气化煤气可分为发生炉煤气、水煤气、加压气化煤气等。
主要可燃成分为一氧化碳和氢气，不可燃成分为氮气和二氧化碳。
各种气化煤气的生产工艺可查相关手册。
发生炉煤气，在标态下的低位发热量仅为5000kJ／ms左右，达不到工业和民用煤气的规范要求，一般
作为工厂内部燃料或城市煤气中的掺混燃气。
水煤气的热值约为发生炉煤气的一倍，标态下低位热值为10400kJ／m。
由于含氢量大，水煤气的燃烧速度较高。
高压气化煤气的热值比发生炉煤气和水煤气都要高，标态下低位热值约为16000kJ／m。
此外，这种气化煤气生产工艺还具有对原料煤适应性强，生产的煤气便于输送等优点。
　　（2）于馏煤气　　在隔绝空气的条件下，煤在炼焦炉或炭化炉内进行高温干馏时分解出来的可
燃气体为干馏煤气。
煤气的组成与干馏温度和炭化时间有关，主要可燃成分为氢和甲烷，氢的体积分数约60％；甲烷的体
积分数约为25％。
标态下其低位热值约15000～25000kJ／m由于氢的含量高且具有易燃性，燃烧速度是常用燃气中较高的
几种之一，使用时应防止爆炸。
　　（3）高炉煤气和转炉煤气　　高炉煤气是高炉炼铁过程中的副产品。
主要可燃成分为一氧化碳，还含有极少量的氢气和甲烷。
一氧化碳的体积分数约为30％，由于含有大量的氮气和二氧化碳（体积分数为63％～70％），高炉煤
气的热值非常低，标态下低位热值约3500kJ／m。
高炉煤气具有很强的毒性，是密度较大的无色、无味、无臭气体，使用过程中应特别注意防止煤气中
毒。
高炉生产过程中焦炭的热量约有60％转移到高炉煤气中，因此，充分地利用这种低热值燃料可以有效
地降低钢铁企业的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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