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直流燃烧器多为四角布置的切圆燃烧
方式，通常有如下几种布置方式：

(1)单切圆布置，即四角燃烧器一、二
次风口的几何轴线相切于炉膛中心一个同径
圆，如图5-5(a)；

(2)两角对冲，两角切圆或一次风对冲，
二次风切圆，如图5-5(b)；

(3)双切圆布置，即四角一、二次风口
各自切于不同直径的圆或对角燃烧器自成不
同直径的圆，如图5-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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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角布置的直流燃烧器射出的四股气
流在炉膛中心形成一个稳定的强烈旋转火炬。
气流由四角喷入炉内后，一方面由于气流在
炉膛中心发生旋转，另一方面由于引风机吸
力，迫使气流上升，结果在炉膛中心形成一
股螺旋上升的气流。

从着火角度来看，每股煤粉气流除依
靠本身卷吸高温烟气和接受炉膛辐射热外，
由于每只燃烧器都能将一部分高温火焰吹向
相邻燃烧器的根部，形成相邻煤粉气流互相
引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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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流在炉膛中心强烈旋转燃烧，使炉
膛中心形成一个高温火球，而且煤粉与空气
的混合也较好．这就加速了煤粉的燃烧，

由于旋转上升气流既改善了炉内气流
的充满度，又延长了煤粉在炉内停留的时间，
这对于煤粉的燃尽是有利的。

由于切圆燃烧具有良好的炉内空气动
力场，因而对煤种具有较广泛的适应性，但
应注意气流偏斜冲击炉墙带来的结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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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角布置的直流燃烧器，由于射流与假想的切
圆相切，使射流轴线与两边炉墙的夹角不等，常常
是一边大，一边小，如下图所示。射流两边同时卷
吸烟气，在其周围形成负压区，炉膛中的烟气则不
断地向负压区补充。如果两侧的补气条件不同，一
侧的压力将大于另一侧的压力，使射流向一侧偏斜，
这就是射流产生偏斜的原因。

射流偏斜的危害是：当射流偏斜严重时，会形
成射流贴墙，导致炉墙结渣和水冷壁磨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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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角布置燃烧器的炉室中，由于一次风煤粉
气流动量最小，刚性最差，因此一次风射流的偏斜
也最历害。另外结渣往往是由于一次风煤粉射流贴
壁冲墙造成的。所以从防止炉墙结渣的角度来看，
应尽量减小一次风煤粉射流的偏斜。影响一次风煤
粉射流偏斜的主要因素有：

（2）邻角气流的横向推力

（3）燃烧器高宽比与一次风口本身的高宽比

（4）燃烧器喷口的排列密度

（5）炉膛断面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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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的试验和运行证实，炉内实际切圆直径
远比设计的假想切圆直径大得多，如下图所示。

较大的切圆可使邻角火炬的高温烟气更易于达
到下角射流的根部，有利于煤粉气流的着火；扰动
更强烈，使燃烧后期混合加强，有利燃尽。但切圆
直径过大，易使一次风射流偏斜贴墙，引起水冷壁
结渣，而且中间有较大的无风区，使火焰的充满程
度不好。

炉膛横截面呈正方形或接近正方形（ a/b<1.2）
时，切圆直径和炉膛宽度之比为0.050.10。采用
“切角形水冷壁”，能改善气流出口两侧补气条件，
减小射流偏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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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向推力的大小与炉内气流的旋转强度，即炉
膛四角射流的旋转动量矩有关，其中二次风射流
的动量矩是起主要作用的。二次风动量及其旋转
半径愈大，中心旋转强度愈大，横向推力亦愈大，
致使一次风射流的偏转加剧。

一次风射流抵抗斜的能力与本身的动量有关。
一次风射流动量愈大，刚性愈强，射流的偏斜也
就愈小。

试验和运行实践证明，增加一次风动量或减少
二次风动量，或者就降低二次风与一次风的动量
比，会减轻地次风射流的偏斜。但应注意二次风
动量降低导致气流扰动减弱对燃烧带来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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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旋流燃烧器的射流特性

旋流燃烧器是利用旋流器使气流产生旋
转运动的。旋流燃烧器中所采用的旋流器主
要有以下几种：蜗壳、切向叶片及轴向叶片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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