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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硫排放总量的核定有 3种方法: 实测

法、物料衡算法
[ 1]
和排污系数法。对以煤为燃料

的工矿企业, 环保部门目前仍主要采取物料衡算

法。其公式为:

G SO
2
= 16 ! B ! S ! (1- s)

式中: G SO
2
   SO2排放总量, kg/ a;

B    耗煤量, t / a;

S    煤(收到基)中全硫分含量, % ;

s    SO2 去除效率。

煤的状态有多种:收到基、空气干燥基、干燥基

等,各种煤基硫分的物理意义和含量值不同, 且差

异达 5 %~ 15 %。物料衡算法公式中煤的全硫分

是指收到基硫分,监测部门分析得出的硫分为空气

干燥基硫分,必须将其换算成收到基硫分, 才能代

入物料衡算法公式核定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否则误

差较大。

1 常用的燃煤基

1 1 基本概念

在工业生产和科学研究中,有时为了某种目的,

不计入煤中的某些成分而重新组合,计算其组成百

分含量,这种组合体称为基,即以什么状态的煤来表

示测试结果。今将几种常见燃煤基的状态列于表1。

表 1 几种常见燃煤基的状态及表示方法

燃煤基 燃煤状态
硫分表

示方法

水分表

示方法

收到基(应用基) 收到时的燃煤 S ar M ar

空气干燥基

(分析基)

达到与环境温度平衡时的

燃煤
S ad M ad

干燥基 在 105 ∀ 下烘干后的假想

燃煤
S d -

干燥无灰基 扣除水分和灰分 ( 815 ∀

下燃烧)质量的假想燃煤
S daf -

1 2 燃煤基之间的换算

以硫分的换算关系为例:

S ar/ ( 100- M ar) = S ad/ ( 100- M ad)

= S d/ 100

由于 M ar> M ad,由上式可知 S ar< S ad< S d。

2 燃煤全硫分的分析测试与计算

( 1)实验室收到煤样, 所测得含硫量为空气干

燥基硫分 S ad,为计算收到基硫分, 还必须同时测

定煤收到基水分 M ar和空气干燥基水分 M ad。

( 2)实验室接到煤样后, 立即按文献[ 2]制备成

< 6 mm 的煤样, 按文献[ 3] 测定煤中收到基水

分 M ar。

( 3)按文献[ 2]制备成< 0 2 mm 煤样,在实验

室进行空气干燥。再按文献[ 3, 4]分别测定煤中空

气干燥基水分 M ad和空气干燥基硫分 S ad。

煤样空气干燥方法:将 0 2 mm 的煤样放入盘

中, 摊成均匀的薄层, 于温度不超过 50 ∀ 下干燥;

若连续干燥 1 h 后, 煤样的质量变化不超过

0 1 % ,即达到空气干燥状态。

( 4)根据燃煤基之间的换算公式,计算燃煤收

到基硫分, S ar= S ad ! ( 100- M ar) / ( 100- M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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