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火电厂燃煤机组脱硫系统事故预想汇编 

 

 

 

 

 

 



 

目  录 

一、脱硫工业水中断事故预想 ..................................... 3 

二、脱硫吸收塔浆液循环泵全停事故预想 ........................... 5 

三、脱硫吸收塔单台浆液循环泵跳闸事故预想 ....................... 7 

四、脱硫出口粉尘超标事故预想 ................................... 8 

五、脱硫入口 SO
2
浓度过高事故预想 ................................ 9 

六、脱硫区域环境污染事故事故预想 .............................. 11 

七、脱硝氨逃逸超设计值事故预想 ................................ 13 

八、脱硫入口烟气超温事故预想 .................................. 15 

九、脱硫出口 SO
2
浓度排放超标事故预想 ........................... 17 

十、吸收剂制备间 MCC段进线开关跳闸事故预想 .................... 19 

十一、吸收塔入口烟气流量超设计值事故预想 ...................... 21 

十二、烟囱出口 NO
X
浓度排放超标事故预想 ......................... 23 

十三、脱硝入口 NO
X
浓度超设计值事故预想 ......................... 25 

十四、尿素水解区热控电源失电事故预想 .......................... 27 

十五、尿素水解区压缩空气气源中断事故预想 ...................... 29 

十六、全厂失电尿素水解区事故预想 .............................. 31 

十七、脱硝系统尿素供应紧缺事故预想 ............................ 33 

十八、脱硫石灰石供应紧缺事故预想 .............................. 35 

十九、除尘除灰系统灰斗料位高事故预想 .......................... 37 

二十、除尘器高频电源大面积跳闸事故预想 ........................ 39 

 

 

 



 

- 3 - 

一、脱硫工业水中断事故预想 

 

1、危险性分析 

(1) 导致吸收塔浆液循环泵机封及减速机轴承箱冷水中断，轴承温度升

高，机封损坏。 

(2) 导致氧化风机轴承箱冷却水中断，轴承箱温度升高。 

(3) 导致真空泵密封水中断，真空泵流量低跳闸。 

(4) 导致脱硫工艺楼设备冷却水中断，机封损坏。 

2、可能原因分析 

(1) 吸收塔、工艺楼工业水总阀误关。 

(2) 工业水管道破裂大量泄漏。 

(3) 工业水泵跳闸，工业水中断。 

(4) 工业水提升泵跳闸。 

3、造成现象 

(1) 真空泵及脱水机进水流量低报警，设备跳闸。 

(2) 球磨机轴承温度升高，油站油温升高；就地测温减速机温度升高。 

(3) 各设备机封冷驱水回水管无流量。 

(4) 就地测温浆液循环泵减速机，氧化风机轴承箱温度升高。 

(5) 中断时间过长，导致设备机封，轴承，减速箱损坏。 

4、事故预想 

(1) 脱硫运行班长立即安排巡检就地开启工艺水至各吸收塔、工艺楼工

业水联络阀； 

(2) 脱硫运行班长立即启动备用工艺水泵，保持工艺水管道压力。 

(3) 脱硫运行副值加强对球磨机轴承温度、油站油温的监视，必要时停



 

- 4 - 

运相关设备。 

(4) 脱硫巡检负责检查现场设备机封水回水情况。加强对对浆液循环泵

减速机、氧化风机轴承箱温度进行测温，发现温度异常立即汇报班

长，联系检修处理。 

(5) 查明工业水中断原因，及时汇报值长。 

5、注意事项 

(1) 事故处理时，要注意其它参数的变化，以防发生其它事故。 

(2) 运行人员要认真监盘，注意监视工业水压力是否正常。



 

二、脱硫吸收塔浆液循环泵全停事故预想 

 

1、危险性分析 

(1) 吸收塔浆液循环泵全停会导致脱硫出口二氧化硫超标。 

(2) 吸收塔浆液循环泵全停会导致吸收塔出口烟温升高，除雾器、防腐

材料损坏。 

2、可能原因分析 

(1) 10KV母线失电。 

(2) 吸收塔液位低，浆液循环泵跳闸。 

(3) DCS误发停运指令。 

3、造成现象 

(1) 脱硫 DCS画面发出报警信号。 

(2) 脱硫吸收塔五台浆液循环泵全部跳闸（泵的图标变黄）。 

(3) 运行的浆液循环泵电机电流测点变为零。 

(4) 脱硫出口二氧化硫迅速升高，排放超标。 

(5) 吸收塔出口烟温升高。 

4、事故预想 

(1) 立即汇报值长，安排巡检人员就地检查，确认相关设备确已跳闸。 

(2) 开启入口烟道事故喷淋电动阀，就地确认事故喷淋管道有水流过。 

(3) 确认两台除雾器冲洗水泵运行，开启多个除雾器冲洗电动阀，对除

雾器进行不间断冲洗，降低烟气温度，防止高温损坏塔壁衬胶和除

雾器。同时注意监视出入口温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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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事故喷淋及冲洗水量大，为防止吸收塔液位过高溢流，应将部分浆

液倒入至事故浆液箱，降低吸收塔液位。同时密切监视工艺水箱液

位，及时对工艺水箱进行补水。 

(5) 若是由 10KV母线失电原因引起，短时间内无法启动时，应汇报上级

领导，是否按停机处理，同时冲洗并排尽循环泵管道内的浆液，防

止沉淀。 

(6) 若是因为吸收塔液位计故障原因引起，联系热工查明原因，修改逻

辑，启动浆液循环泵。若短时间内无法启动时，应汇报上级领导，

是否按停机处理，同时冲洗并排尽循环泵管道内的浆液，防止沉淀。 

(7) 安排巡检员就地待命，做好 5台浆液循环泵随时启动的准备。 

5、注意事项 

(1) 事故处理时，要注意其它参数的变化，以防发生其它事故。 

 



 

三、脱硫吸收塔单台浆液循环泵跳闸事故预想 

 

1、危险性分析 

(1) 脱硫吸收塔单台浆液循环泵跳闸，导致出口二氧化硫超标。 

2、可能原因分析 

(1) 浆液循环泵保护跳闸。 

(2) 电机电气故障。 

3、造成现象 

(1) DCS上发“浆液循环泵”跳闸报警。 

(2) DCS画面显示停止，电机电流到“零”，就地停止转动。 

(3) 烟囱出口环保参数超标。 

4、事故预想 

(1) 脱硫运行班长接到运行人员汇报脱硫吸收塔单台浆液循环泵跳闸

后，立即向当值值长汇报，并组织事故处理。 

(2) 立即安排巡检就地检查启动备用浆液循环泵，同时加大吸收塔供浆

量，提升 pH值。密切监视出口二氧化硫浓度应呈下降趋势。 

(3) 若吸收塔出口二氧化硫浓度仍无下降趋势，应汇报值长，向吸收塔

添加增效剂，观察出口二氧化硫浓度下降趋势。 

(4) 查明跳闸浆泵跳闸原因，联系检修处理，及时恢复其备用。 

(5) 若采取以上措施仍不能保证脱硫系统烟气排放二氧化硫小时均值达

标时，汇报值长降低机组负荷。 

5、注意事项 

(1) 事故处置时，应尽快排查原因，恢复设备正常运行。 

 



 

四、脱硫出口粉尘超标事故预想 

 

1、危险性分析 

(1) 脱硫出口粉尘超标会导致环境污染事件。 

2、可能原因分析 

(1) 发生环境污染事件。 

3、造成现象 

(1) 脱硫折算后出口粉尘浓度超过 10mg/Nm3。 

4、事故预想 

(1) 检查除尘器高频电源运行情况，调整各电场二次电流参数至 1200mA，

监视出口粉尘浓度变化。 

(2) 对除雾器进行冲洗，监视出口粉尘浓度变化。 

(3) 联系巡检人员就地检查启动备用浆液循环泵运行。 

(4) 汇报值长，请求适当降低机组氧量。 

5、注意事项 

(1) 事故处置时，应尽快排查原因，恢复设备正常运行。 

 

 



 

五、脱硫入口 SO
2
浓度过高事故预想 

 

1、危险性分析 

(1) 脱硫出口 SO
2
浓度环保排放超标。 

(2) 吸收塔长时间大量补浆，导致浆液中毒。 

2、可能原因分析 

(1) 脱硫入口SO
2
浓度过高，或超过设计值2000mg/Nm3，直接导致脱硫出

口SO
2
小时均值排放环保超标，造成环境污染。 

3、造成现象 

(1) 脱硫入口SO
2
浓度接近设计值。 

(2) 脱硫出口SO
2
小时均值排放环保超标。 

4、事故预想 

(1) 原烟气入口SO
2
浓度超过2000㎎/Nm3（设计值）时，应启动备用浆液

循环泵，增加浆液喷淋量，增加供浆量提高浆液pH值，避免超标。

同时汇报值长，调整入炉煤煤质。 

(2) 若五台浆液循环泵均运行、两路供浆同时开启，SO2浓度仍然超标，

小时均值有超标风险时，应及时加入脱硫增效剂，此时注意观察出

口二氧化硫浓度应呈下降趋势。 

(3) 原烟气SO
2
浓度长时间超设计值时，吸收塔系统处理烟气二氧化硫的

能力会降低，此时密切监视出口SO2浓度及pH值变化。吸收塔浆液品

质恶化时，应进行浆液置换。 

(4) 若原烟气SO
2
浓度长时间超设计值，经采取措施后，仍然无法保证SO

2

浓度达标排放时，应立即汇报值长，降低机组负荷。 

(5) 安排副职监视好吸收塔PH值、液位、浓度变化，每10分钟查看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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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分钟均值数据。 

(6)脱硫出口 SO
2
浓度恢复正常范围后，值长下令调整负荷量，脱硫运行

班长恢复原有的运行方式，吸收塔补浆量恢复至正常值，防止大量

供浆造成吸收塔浆液中毒；降低吸收塔除雾器冲洗频次，防止吸收

塔液位高，甚至溢流。 

5、注意事项 

（1）合理调整配煤，避免过高硫份。 

（2）监盘发现脱硫出口二氧化硫持续超标 10分钟及以上时，汇报值长

及专业主管并采取措施。 

（3）脱硫运行应定期分析设备参数，了解设备运行状态，及时作出方

式调整 

（4）加强现场设备巡检，确保各浆液循环泵运行正常。 

（5）事故发生时不慌、不乱，防止突发事件扩大。 

 



 

 

1、危险性分析 

(1)脱硫效率下降导致烟囱出口污染物浓度超标。 

(2) 脱硫系统废水系统故障,处理废水指标不达标排放。 

(3) 脱硫浆液大面积溢流及泄漏。 

2、可能原因分析 

(1) 脱硫系统浆液品质差，参数调整不及时，烟气系统出口污染物浓度

超标。 

(2) 塔壁及浆液管道破损，浆液大面积泄漏。 

(3) 废水系统故障,处理废水指标不达标。 

3、造成现象 

(1) 废水污染周边环境。 

(2) 排放烟气污染物浓度不达标,破坏周边生态环境。 

4、事故预想 

(1) 脱硫运行班长接到运行人员汇报脱硫系统导致的环境污染事故后，

立即向当值值长汇报，并组织事故处理。 

(2) 全面检查 DCS画面脱硫各系统参数无异常，采取措施及时调整吸收

塔出口环保污染物浓度至排放限值以下。检查箱、罐区域相关设备

运行状况。 

(3) 浆液管道大量漏浆时，根据负荷工况情况及时停运，及时联系检修

进行处理。处理完毕后对污染区域进行清理。 

(4) 仔细查看巡检各个系统范围内设备运行情况，并采取隔离或停运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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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人员负责详细记录参数变化、保护动作、报警信号等故障情况，

对故障设备进行全面检查，加强对系统或其它设备运行的监视，并

将故障情况及时汇报值长。 

5、注意事项 

(1) 事故处置时，应尽快排查原因，恢复设备正常运行。   



 

 

1、危险性分析 

(1)空预器腐蚀与堵塞。 

(2) 飞灰污染和环境污染。 

(3) 催化剂腐蚀。 

(4) 脱硝成本增加。 

2、可能原因分析 

(1) 脱硝入口NO
X
浓度高，喷氨量增大，易造成氨逃逸大；调整不及时，

过量喷氨。 

3、造成现象 

(1) 氨逃逸≥3ppm。 

4、事故预想 

(1) 主值应检查喷氨量是否过量喷氨，在保证脱硫出口 NO
X
浓度不超标的

情况下，继续适当减少 A、B侧喷氨量，观察氨逃逸变化。 

(2) 联系热控专业，检查脱硝氨逃逸测点，测量是否正常，通光率是否

合格。 

(3) 安排主值监视脱硫出口 NO
X
浓度，避免出现超标事件，保证脱硫出口

NO
X
浓度合格排放； 

(4) 汇报值长，通过调整锅炉氧量，降低脱硝入口 NO
X
浓度，以此减少喷

氨量。 

(5) 烟囱出口 NOX浓度在小时均值不超标的情况下，上限控制，以此来

减少喷氨量；控制燃烧方式，尽可能降低脱硝入口 NO
X
浓度。 

5、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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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运行人员提高 DCS监盘力度，监盘安排专人监视脱硝入口 NO
x
、

出口 NO
x
，根据入口、出口参数及时调整喷氨。 

（2）当脱硝入口 NO
x
＞400mg/Nm3时，及时调整锅炉燃烧，降低入口 NO

x

浓度。 

（3）在保证脱硫出口 NO
x
达标的情况下，脱硫出口 NO

X
值尽量接近上限

控制，控制出口 NOx在 40-45mg/Nm3，严控指标，精细调整。



 

1、危险性分析 

(1)脱硫入口烟气温度高会导致塔内防腐、除雾器损坏。 

(2) 脱硫入口烟温持续升高，烟囱出口污染物排放超标。 

2、可能原因分析 

(1) 脱硫入口烟气温度高会导致塔内防腐、除雾器损坏；入口烟温持续

升高，可能导致烟囱出口污染物排放超标。 

3、造成现象 

(1) 脱硫入口烟温持续上涨，大于160℃； 

(2) DCS画面上脱硫入口烟温高报警； 

(3) 事故喷淋联锁保护动作。 

4、事故预想 

(1) 吸收塔入口烟温大于 160℃时，脱硫运行班长应立即启动事故喷淋，

同时密切注视吸收塔出口烟温应无上涨趋势。 

(2) 吸收塔出口烟温上升大于 70℃时，启动备用除雾器冲洗水泵，加大

除雾器冲洗，持续进行冲洗；同时密切注视吸收塔出口烟温应无上

涨趋势。 

(3) 若烟温无下降趋势时，应启动全部浆液循环泵，用喷淋浆液对吸收

塔进行降温。 

(4) 采取以上措施，入口烟温及出口烟温仍无下降趋势时，汇报值长，

降低机组负荷，使吸收塔烟温降至 160℃以下，烟囱出口烟温降至

70℃以下。 

(5) 安排专人监视烟温变化情况和事故喷淋，加大吸收塔脱水，防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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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液位高吸收塔溢流。 

5、注意事项 

(1) 合理调整燃烧，避免入口烟温大幅波动。 

(2) 事故喷淋水投运过程中，监视吸收塔液位。吸收塔溢流较大时，排

至事故浆液箱。 

(3) 脱硫运行应定期分析设备参数，了解设备运行状态，及时作出方式

调整。 

(4) 加强现场设备巡检，确保喷淋水随时处于备用状态。 

(5) 事故发生时不慌、不乱，防止突发事件扩大；



 

九、脱硫出口 SO
2
浓度排放超标事故预想 

 

1、危险性分析 

(1) 脱硫出口 SO
2
浓度环保超标，小时均值超标。 

2、可能原因分析 

(1) 脱硫出口SO
2
小时均值排放环保超标，造成环境污染，落实环保考核。 

3、造成现象 

(1) 脱硫出口SO
2
浓度≥35mg/Nm3。 

4、事故预想 

(1) 脱硫运行班长应检查是否有备用浆液循环泵，启动备用浆液循环泵，

同时加大吸收塔供浆量。 

(2) 打开脱硫干湿界面冲洗水，同时加大除雾器冲洗；值长下令调整机

组燃烧，减少风量，调整磨煤机运行方式，配合脱硫调整环保参数。 

(3) 安排主值监视好吸收塔 PH值、液位、浓度变化，每 10 分钟查看一

次企业数据平台，查看 10分钟均值数据，调整吸收塔进行连续脱水。 

(4) 如连续超标超过 10分钟以上，且仍无下降趋势脱硫运行班长应立即

汇报值长，值长下令开始减负荷，负荷减至脱硫出口 SO
2
浓度不超标

为止，同时值长下令调整该机组的配煤方式，降低入口硫份。 

(5) 脱硫出口 SO
2
浓度恢复正常范围后，值长下令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负

荷量，脱硫运行班长恢复原有的运行方式，吸收塔补浆量恢复至正

常值，防止大量供浆造成吸收塔浆液中毒；停止吸收塔除雾器及干

湿界面冲洗，防止吸收塔液位高，甚至溢流。 

5、注意事项 

(1) 合理调整配煤，避免过高或过低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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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根据当前燃煤硫份，晚高峰快速增负荷期间，要求脱硫值班员与值

长及时联系了解机组负荷变化情况，在机组升负荷前提前 30分钟增

大补浆量，保证吸收塔 PH值不低于 5.4 运行。 

(3) 监盘发现脱硫出口二氧化硫持续超标 3 分钟及以上时，汇报专业主

管、联系值长降低负荷 20MW运行，如果降低负荷后还持续超标 5分

钟，联系值长继续降低负荷运行，直到小时均值不超标为止。 

(4) 脱硫运行应定期分析设备参数，了解设备运行状态，及时作出方式

调整。 

(5) 加强现场设备巡检，确保各浆液循环泵运行正常。 

(6) 事故发生时不慌、不乱，防止突发事件扩大。



 

十、吸收剂制备间 MCC段进线开关跳闸事故预想 

 

1、危险性分析 

(1) 吸收剂制备间 MCC段母线失电。 

(2) 吸收剂制备间 MCC段所带负荷全部跳闸。 

2、可能原因分析 

(1) 脱硫吸收剂制备间 MCC段母线进线开关故障。 

(2) 脱硫吸收剂制备间 MCC段母线发生短路或接地等故障。 

3、造成现象 

(1) 石灰石浆液泵跳闸。 

(2) 球磨机润滑油泵运行中跳闸，油压低，球磨机运行中跳闸。 

(3) 脱水机运行中跳闸。 

(4) 球磨机喷射油站运行中运行中跳闸、失电。 

(5) 称重给料机运行中跳闸。 

(6) 滤布冲洗水泵运行中跳闸。 

4、事故预想 

(1) 报告程序：当吸收剂制备间 MCC段母线失电时，脱硝值班人员立即

汇报脱硫班长，脱硫运行主管。 

(2) 班长立即汇报当值值长，并安排脱硫运行副值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进行现场处置；启动备用制浆系统及脱水系统；巡检做好设备启动

工作。 

(3) 脱硫运行班长联系电气检修人员对吸收剂制备间 MCC段母线进行检

查。 

(4) 待电气检修人员查明母线失电原因后，汇报值长执行检修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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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吸收剂制备间 MCC段母线母线恢复前，对运行的脱水系统、制浆系

统进行加强检查。密切监视吸收塔出口二氧化硫浓度及浆液箱液位。

浆液箱液位低时，采取措施防止二氧化硫排放超标。 

(6) 吸收剂制备间 MCC段母线回复正常后，组织分析吸收剂制备间 MCC

进线开关跳闸原因、事故处理过程、采取措施。 

5、注意事项 

(1) 加强现场设备巡检，确保各浆液循环泵运行正常。 

(2) 事故发生时不慌、不乱，防止突发事件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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