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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煤炭是我国主要的一次能源，由此决定了燃煤发电是我国主要的电力生产方式。
截至2008年底，全国电力装机容量、发电量分别为792.53GW、34334亿kW·h，皆居世界第二位。
其中，火电装机容量为601.32GW，占总装机容量的75.87％，发电量为27793亿kW·h，占全部发电量
的80.95％；水电装机容量为171.52GW，占总装机容量的21.64％，发电量为5633亿kW·h，占全部发电
量的16.41％；核电装机容量为8.85GW，占总装机容量的1.11％，发电量为684亿kW·h，占全部发电量
的1.99％；风电并网总装机容量为8.94GW，发电量为128亿kW·h。
上述数据表明：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火力发电仍将是我国主导的发电方式。
因此，保证锅炉水汽品质，减少炉管的腐蚀、结垢、积盐，对于机组经济、安全运行意义重大。
水是电厂锅炉系统中能量传递与转换的介质，其品质的高低直接影响设备的安全性与经济性。
为降低锅炉炉管的腐蚀速率，减小炉管沉积物与结垢量，提高蒸汽品质，必须对锅炉补给水进行彻底
的除盐处理。
早期的电厂锅炉用水是以蒸馏法为基础的，但随着机组容量的增加，水质和制水量都难以满足生产要
求。
自20世纪40年代发明了离子交换树脂后，锅炉补给水的制备是以离子交换树脂的离子交换反应为基础
的，由此满足了大型电厂锅炉对水质和水量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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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介绍了锅炉补给水处理技术的发展概况与超临界机组的水汽品质要求，以某2×600MW亚临界汽
包锅炉为例，完整地给出了补给水的预处理、一级除盐、混床除盐及弱性树脂与强性树脂联合除盐工
艺的设计计算过程；简述了Auto CAD在水处理设计中的应用及在补给水设计中的具体图例绘制方法；
系统论述了微滤、超滤、反渗透、纳滤、电除盐的基本原理、分离特性、设计要求与应用实例；以补
给水处理设备布置要求为例，给出了具体的补给水处理系统图和设备布置图。
本书对从事电厂锅炉水处理设计、优化和运行等方面的科技工作者及相关专业大专院校师生有一定参
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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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三章 膜分离技术的设计与应用第一节 反渗透的设计与应用经过近40年的不懈努力，反渗透技
术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
目前反渗透膜与组件的生产已经相当成熟，膜的脱盐率高于99.5％，透水通量大大增加，抗污染和抗
氧化能力不断提高，销售价格稳中有降。
此外，反渗透的给水预处理工艺经过多年的摸索基本可保证膜组件的安全运行；高压泵和能量回收装
置的效率也在不断提高。
以上措施使得反渗透淡化的投资费用不断降低，淡化水的成本明显下降。
在反渗透膜发展的历史中，不对称膜和复合膜的研发是创新的两个范例。
Loeb和Sourirajan于1960年制得了世界上第一套高脱盐率、高通量、不对称醋酸纤维素（CA）反渗透膜
。
其创新点在于，以往的膜皆为均相致密膜（19度约为0.1mm），传质速度极低，无实用价值，而不对
称膜仅表皮层是致密的（厚度约为0.2/μm）。
仅此一点，使传质速度提高了近3个数量级。
目前通用的CA反渗透膜多用于表面水处理。
在高压下，不对称膜中间过渡层有压密现象，使水通量下降，为此复合反渗透膜应运而生。
1978年，美国Cadotte等在反渗透复合膜制备技术和功能材料研究方面取得重大突破，研究开发出的复
合膜技术具有制作工艺优化、膜性能优越、制膜用功能材料选择范围广等优点。
1980年，美国Filmtec公司推出了FT230高性能反渗透复合膜，实现了反渗透复合膜技术的商品化，从而
使反渗透复合膜技术取得了划时代的进步。
之后又成功开发了常规反渗透复合膜、海水淡化反渗透复合膜、高通量反渗透复合膜、低压反渗透复
合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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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火力发电厂锅炉补给水处理设计》是由中国电力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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