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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U 型管反应系统研究了不同煤种在程序升温条件下在四种气氛中反应时嫩料氮的释放规律.研究发现热解

时主要的含氮产物为 H c N , 如果煤中含有较多的氧, 即使在惰性气氛下也会释放出 N O .没有检测到 N H 3 的生成, 证实

N H 3 来源于 H C N 在焦表面的二次反应. N 20 仅在有氧气氛中气化时生成 , 说明氧气是 N 20 生成的必要条件, 气化时的

总固定氮 T PN 高于热解时, 且气化剂中 0 2 含量越高则总固定氮 T F N 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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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 言
移规律是煤燃烧污染物排放的重要研究课题. 在文

在煤中, 通常含有质量分数为 0. 2% 到 2. 5% 的化 献 [∀] 中作者侧重对影响燃煤还原气体生成特性的

学结合氮 ! ,2]#煤燃烧产生大量的氮氧化物等污染环 因素进行了研究 , 本文着重对煤在程序升温热解/气

境 #在煤粉燃烧中, 75 % !95 % 的 N o 二排放来源于煤 化过程中各含氮产物生成的规律进行分析研究 #

中的燃料氮 , 在流化床燃烧中 , 几乎所有的 N O二和

NZO 都来源于煤中的氮#NO 是酸雨的前驱物,并可 1 实验装置和实验方法
以参与光化学烟雾的形成 , N ZO 是一种具有强烈温

室效应的气体. 燃料型 N o 二在整个的 N o二排放中 L l 燃料的特性参数

占有绝对的优势 , 因此 , 对煤燃烧氮氧化物进行控 研究选用焦作无烟煤 !神木烟煤 !三斜褐煤 !铜

制的关键就是抑制燃料型 N o 二的生成 # 川贫煤 , 粒径小于 180 卜m #煤样的元素分析和工业

煤中氮的结构形式不同, 分解行为不同, 而不同 分析数据参见文献 [∀] 中表 1.

的分解行为对燃料型 N O 二的生成有不同的影响.因 1.2 反应系统和实验过程

此 , 详细了解燃料氮在煤的热解与气化过程中的迁 热解/气化实验是在 U 型管固定床反应系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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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的, 实验系统见文献 I∀] , 此处仅作简要介绍.

程序升温速率设为 25  C /m in , 初温为室温, 终温设

为 lo0 00 C , 达到终温后保持温度不变. 给煤装置一

次性加煤至石英棉固定床, 给煤量为 0.15 9 #

反应气氛四种: 高纯 N Z, 高纯 CO Z, 3% 的 0 2

与CO :的混合气体, 6% 的 O :与 CO :的混合气体.

气体产物经过滤后进入 G as m et D x一40 00 烟气

分析仪在线监测其成分和浓度 , 待不再有气体产物

析出时停止实验.

1.3 物质产率的计算方法

煤在气化过程中各含氮产物的产率 夕是在

10 0 ∃100 0o C 的温度范围内含氮产物生成量占煤中总
含氮量的质量分数.计算方法参见文献 [∀] #总固定
氮 打FN 是 #N:o ! #HeN 和 #No二之和.

有 NO 出现, 温度保持在 100 0o C 时随着焦中碳环的

断裂N O 平稳地释放出来.H CN 在高于630o C 开始

释放出来, 且释放曲线呈现双峰形状.

对比图 1和图2 可以发现 , N :气氛中 NO 的释

放主要在 40 0 !800  C 范围内, 即与挥发分的释放同

步进行, C O : 气氛中 NO 的释放则存在明显的两个

温度区段:400 !550oC 以及 880 !1000oC , 低温区段

为挥发分中含氮基团与含氧基团反应的结果, 高温

区段则是焦炭进一步气化的作用 , 含氮杂环的断裂

为 N 的来源 , 而经历了较长时间和较高温度脱挥发

分的煤焦所含的氧元素已经极少 , 形成 NO 所需的

氧可能来源于气氛中, 如CO :气化煤焦时在煤焦表

面形成的表面氧化物 C(O ).

曰!曰二!名足侧说之口工02
亡!n ,,

2 实验结果与讨论

 2.1 气氛对产物种类和释放起始温度的影响

由图1可见 , 神木煤在N: 中热解时含氮产物主

要为H CN 和 N O .H C N 主要在 570 !900oC 温度窗

口生成, 而N O 主要在较低的40 0 !750o C 温度窗口
生成 , 峰值在 48 0o C 出现, 在更高的87 0 !95 0o C 温

度窗口也有少量 N O 释放. C H ; 主要在 370 !ssooC

的温度窗口生成, 峰值在 600 OC 出现. C O 的浓度

在 60 0 !800 OC 范围内存在一个峰值 , 随后稍有下

降, 900o C 后再次回升, 1000o c 时达到第二个峰值,

温度稳定在终温后即开始下降.神木煤样在 N : 中热

解时 , 达到 10 00  C 以后能检测到的产物仅有 CO #

~~~ CO 尹   尹
~~~ c H; 厂  厂
一一 N甘 尹 尹

一一∃泣毖毖

l200()

!5

!0

曰!曰二!写侧锐,乓口二O口

温度/OC

图2 神木煤在 C O Z 中气化时的气体产物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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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3 可见, 神木煤在 3% 0 2/C O : 中气化 NO

的释放呈现双峰 , 达到终温时仍有N O 释放出来.在

含 3% O : 的气化剂中气化时 , 除 N O 和 H C N 两种

主要产物外 , 还有相当一部分氮以 NZO 存在.N ZO

在 65 0o C 时开始出现, 同时 HCN 浓度达到最大值

并开始减小, 而此时 NO 的生成率开始降低 , 660o C

时 N ZO 产率达到最大, 同时 NO 产率则降至该段温

度范围内的最小值, 随后开始增大.

闷!1二!侧说g,乓二口O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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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神木煤在 N Z 中热解时的气体产物释放

       F ig. 1 G as eo us P rod u ets rel~ d u rin g S M Py ro ly sis in N Z

由图 2 可见 , 神木煤在纯 CO : 中气化的含氮产

物主要有 HC N 和 N O . 在 C O Z 中气化时 , C O 的

浓度在升温过程中一直呈上升趋势 , 达到终温后即

很快出现最高值 , 随后释放速率缓慢下降. C H 4 主

要在 370 !740OC 的温度窗口生成 , 峰值在 490OC 出

现. 神木煤 400 !550oC 释放出 NO , 在 900oC 左右

~~~ 印 八         八
~~~ C尽4 子 补 ,   ,
~~~ N甘 子 . !   / \\\
~~~ H甲 了刀峨 尹 !!

一一#-蒸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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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神木煤在 3% 0 2/C O Z 中气化时的气体产物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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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H 4 停止释放后即有 N ZO 生成, 说明 H 基的

存在抑制了N ZO 的生成或能有效还原 N20 #H 基还

原 N ZO 的反应式为:N ZO + H o N Z+ O H .

由图4 可以看出, 6% 0 2/C O :条件下神木原煤

气化所得的含氮产物主要有 N O !N ZO 和 H C N . 但

达到终温 10000 时煤样已燃烧完全 , 无气体释放.

成, 但没有生成 N20 , 说明 O : 的存在是 NZO 生成

的必要条件之一

2.2 气氛对各含氮产物产率的影响

由图 5 可见 , 气化过程中的氮氧化物产率比热

解时高, 气化时随着气氛中氧含量的增加, 各含氮产

物及其总量均随之增加. 这是因为在氧化剂的攻击

下, 有更多的碳环被打开, 将碳环中的氮释放出来,

生成 HC N !N O !N ZO 等产物.

享!瓣忆名孚礼威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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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神木煤在6% 0 2/C O Z 中气化时的气体产物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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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图1!4 可见, 神木煤在各种气氛下热解/气

化所得的主要含 N 产物是 H C N 和 N O , 而 N ZO 只

在 3% 0 2/c o : 和 6% 0 2/C O : 两种气氛中气化时检

测到, 所有实验工况均没有检测到 NH 3 的释放.

有学者 陈5!研究了不同升温速率下含氮产物的

析出规律 , 发现热重中进行程序升温热解时有大量

N H 3 生成 , 快速热解时则主要为H C N , 而没有 N H 3

生成, 由此他们推测慢速热解时 NH 3主要来自HC N

在煤孔隙中发生的二次反应 , 而 H C N 向 N H 3 转

化的程度取决于析出的 HC N 与煤或煤焦的接触时

间. 本研究中升温速率虽然较慢 , 但热解保护气/气

化剂穿过很薄的煤层将热解/气化产生的气体迅速带

走 , H C N 与煤和煤焦的接触时间较短 , 因此未检

测到 NH 3 的释放 , 这也从侧面证实了 NH : 来源是

H C N 在焦表面的二次反应.

N ZO 的形成机理尚未有一致的看法 , W int er等

人 陈7} 认为 N ZO 只能通过 H C N 均相氧化反应生

成 .G oe l等人 ls] 则认为N ZO 是异相反应生成的 , 0 2

打开煤焦含氮杂环形成 (一l) , (一l) 可能是 一CN O 或

一N C O , 它可进一步氧化成为 NO 或与 N O 反应生
成 N ZO .

这两种机理中, N C O 自由基或 #C N O )表面络

合物与 N O 的反应是 N20 的主要来源. 而 O: 的存

在能使 cN 自由基转化为 N CO 或使煤焦中的 (-

CN )基转化为(一CNo )基 , 从而生成NZo .在本研

究中 , 纯 CO : 中气化时亦有较多的 N O 和 H C N 生

 N Z C O 2 3% 0 2/C O 2 6% 0 2/C O Z

图 5 神木煤在各气氛中热解/气化时含氮产物的产率

      F ig .5 Y ield s of nitro ge n eon ta in in g P rod u ets d u ring

刃   rolysis/gas ifieation ofSM in
 d iffe rent at m osPh eres

2.3 煤种对各含氮物质产率的影响

由图 6 可见 , 除 TC 煤以外 , 在 N:和 C O : 气氛

下 NO 二和总固定氮的产率随煤阶的升高而降低, 在

有氧气氛下气化时则呈相反趋势. 而 N Zo 和 H c N

则没有表现出明显的随煤阶变化的规律 , 它们的生

成同时受其他产物 (如 CO ! C H ; 等)!各含氮产物

相互转化等因素的影响. 从图 6 还可以看出, 热解

颤颤颤                口乡,!,衬衬
                  aaaaa如 t!!      !

                  DDDDD多失I下     NNN

颤  颤颤_昌#                       #
享!并忆名娜忆减和

(a)N Z

豪豪豪                    口为 I(NNN  )))))!瘾                       瘾
享!豁恢g葬化喊如

(b)C O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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誉誉图酬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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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程序升温条件下 , 气化时生成的总固定氮

(T FN ) 高于热解时, 且气化剂中 0 : 含量越高则总

固定氮 (T FN )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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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煤种对热解/气化过程中含氮产物释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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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SM 煤和 Sx 煤生成了少量 NO , 根据元素分析数

据可以发现, 这两种煤的氧元素含量均较高, 分别

为 17 .18 % (db)和 n .38 % (db), 另外两种煤的氧含量

相对较少, 因此热解过程中几乎没有 NO 生成.

3 结 论

本文研究主要结论如下:

(l) 煤样程序升温热解时主要的含氮产物为

H C N , 如果煤中含有较多的氧 , 也会生成 N O . 没

有检测到 NH 3 的生成 , 证实了 NH 3 来源于H C N 在

焦表面的二次反应.

(2)N ZO 仅在有氧气氛中气化时生成, 说明氧气

是 N ZO 生成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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