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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达公司自主开发烟气脱硝新工艺 

氮氧化物污染日趋严重，燃煤电厂脱硝已势在必行。当前，选择

性催化还原（SCR）技术是国内外脱硝的主流，而传统的 SCR 工艺多

采用高灰布置方式，即 SCR反应器布置在锅炉省煤器和空气预热器之

间，烟气经过 SCR反应器净化后再依次进入空气预热器、静电除尘器

和 FGD脱硫装置经烟囱排放。在 SCR反应器中，烟气粉尘浓度较高，

所含的飞灰易造成催化剂磨损和中毒，缩短催化剂使用寿命，增加运

行成本，降低装置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图 1 模型定向图                        物理模型图 

针对上述情况，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达

公司”）开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前置预除尘/SCR 两级式烟气脱硝

新工艺，即在省煤器出口和SCR反应器之间增加一个高温预除尘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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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粉尘的预处理，从而延长了催化剂使用寿命，大幅度的提高了脱

硝装置的稳定性、可靠性和脱除效率。目前该技术已在合川和新昌取

得工程应用，脱硝率大于 90％，NH3逃逸率小于 3ppm，SO2氧化率小

于 1％。 

  
催化剂上游标准化速度分         催化剂上层标准化速度分布图（实验） 

 

在工艺开发过程中，远达公司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物料平

衡‐能量平衡计算软件包，建立了脱硝反应系统 CFD 流场模拟模型、

催化反应化学动力学模型、物理流动模型等，实现了专用高温粉尘预

处理器、氨气喷射格栅和静态混合器、导流板、脱硝催化剂在线采用

分析装置等四项两级式脱硝关键设备的开发，累计申请专利 23 项，

其中发明专利 13项，登记软件著作权 1项，发表论文 12篇。 

前置预除尘/SCR 两级式烟气脱硝新工艺和关键装备的成功开发

打破了国外厂商对脱硝技术核心的垄断，推动脱硝产业的发展，为脱

硝产业的全面国产化奠定良好的技术基础和产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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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电龙源环保公司获两项中国电力优质工程奖 

继 2009 年北京国电龙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参与建设的国电泰州

电厂工程项目获得中国建筑行业最高奖——鲁班奖后，今年公司参建

的国电北仑电厂三期及华能日照电厂二期2个工程项目再次荣获中国

电力优质工程奖。 

在获奖的 45 项工程中，18 项为输变项目，3 项为水电项目，11

项为风电项目，13项为火电项目。其中获奖的火电项目中有 2项为我

公司参建项目。中国电力建设企业协会以中电建协〔2010〕41号文件

对获奖工程进行了表彰。 

 

 
国电北仑电厂 2×1000MW 机组烟气脱硫、脱硝工程脱硝装置 

 

国电北仑电厂三期及华能日照电厂二期两个工程项目国优奖的

获得无疑凝结了项目部全体人员及各个参建单位的心血，同时也表明

公司工程项目质量管理水平也在逐年稳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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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法烟气脱硝流场模型试验研究” 

通过验收 

2010年 1月 14日，中国华电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在山东大学

能动学院能源与环境研究所召开了“SCR 法烟气脱硝流场模型试验研

究”科技项目验收会。中国华电集团公司、哈尔滨工业大学、山东建

筑大学、山东电力研究院以及中国华电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的领导、

专家参加了会议，并组成了项目专家验收组。 

验收组首先参观了项目的试验台，随后听取了项目承担单位山东

大学对项目执行情况介绍和技术报告，经过认真讨论后认为“项目实

施方案合理，技术路线科学，研究思路正确。完成了 300MW机组 SCR

法烟气脱硝系统的流场数值模拟计算和1：10的物理模型试验的研究，

物理模型试验与数值计算结果一致性很好”，目前本项目提出的 SCR

法烟气系统直‐弧型导流板的设计、喷氨装置与吹灰装置的优化布置，

已用于指导工程项目的设计。项目研究成果对其它同类机组 SCR法烟

气脱硝工程优化设计有参考借鉴价值。 

验收组同意通过项目验收，并建议在工程运行后，对该项目的试

验结果进一步研究、验证。该项目的深入合作标志着山东大学‐中国华

电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在燃煤污染物减排国家工程实验室共建方面

又迈向更为深入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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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催化剂管理，提高脱硝装置运行经济性 

截至 2010 年 4 月，国内包括建成的、在建的和签订合同拟建的

烟气脱硝装置（SCR与 SNCR）总量达到 2.38亿千瓦。其中，部分 SCR

装置达到了催化剂的化学寿命保证期，面临着是否增加备用层催化剂

及增加多少体积的难题。某些电厂已经增加了备用层催化剂，但它们

均没有对备用层催化剂增加前的脱硝装置性能进行评估。下述案例说

明，在加装备用层催化剂之前，对 SCR装置及催化剂自身的性能进行

全面评估，可以做到科学决策，避免盲目性，最终降低 SCR的运行成

本。 

2010年7月，西安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对浙江某电厂一台600MW

机组的 SCR 装置进行了现场性能测试、AIG 喷氨优化、脱硝装置最大

效率试验、锅炉燃烧系统运行优化试验，以及催化剂活性实验室分析

等工作。测试结果表明，经过近 29,000小时的运行（设计运行时间为

24,000 小时），催化剂整体性能已无法满足脱硝设计要求，但在保证

氨逃逸浓度的条件下，仍具有 65%左右的脱硝效率。在满足国家即将

实施的 200mg/Nm3的 NOx 排放浓度限值的前提下，通过燃烧系统合

理控制炉膛出口 NOx浓度，现有催化剂仍可继续运行两年左右。此外，

催化剂活性和材料分析结果揭示了活性惰化的主要模式，并通过化学

清洗和再生，完全能在现有基础上恢复约 25%的化学活性。 

通过现场测试和实验室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可对锅炉燃烧系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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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 装置的运行进行整体优化，诊断催化剂的当前性能，评估可继续

利用时间以及活性改善措施，为电厂脱硝装置的催化剂管理提供决

策。在保障安全环保运行的前提下，最大化提高电厂的经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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