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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5_A8_E5_B7_A5_E7_c62_645178.htm 启动和停止磨煤机是

运行人员日常运行中经常性工作，启停磨煤机不但造成锅炉

扰动，也造成汽温、汽压波动，无论何时都要认真对待，目

前在启动和停止磨煤机初期，总是将煤主控切为“手动”，

如果这时再保持煤主控开度不变，那么在现有的控制逻辑下

，就会发现磨煤机启、停前后总煤量会发生较大幅度的变化

，无法自动地保持启、停前后总煤量的基本稳定。本文针对

华能福州电厂一期锅炉磨煤机启停初期总煤量波动的原因进

行探讨，提出解决办法。首先介绍一些有关公式，在现有的

控制逻辑中，煤主控开度（M）与给煤机开度（C）之间有一

定的比例关系，这个关系可以从APC子回路ACC10逻辑图中

看出，它们的关系为：一台给煤机运行时： 两台给煤机运行

时： 三台给煤机运行时： 四或五台给煤机运行时： 同时，煤

主控量程为（0260 T/H），而给煤机量程为（052 T/H），与

开度之间关系分别为： 现在举几个例子来说明启动和停止磨

煤机过程总煤量是如何变化的（以下所指各台给煤机均不加

煤量偏置）。例1，原先三台磨煤机运行，投运第四台磨煤机

，各参数设定列表如下： 在各种情况下 投运前 投运后原三台

运行给煤机总煤量 ∑G1 ∑G2原三台运行给煤机平均煤量 

∑G1/3 ∑G2/3煤主控开度 M3 M4给煤机开度 C3 C4 假设，投

运初期，前后煤主控开度不变即M3=M4，投运的第四台磨煤

机在初期维持煤量22 T/H。则： 因 可得 又因 则 即 投运第四

台磨煤机后，总煤量将变化为： 投运前后总煤量变化量为：



= = 当投运前总煤量取∑G1=120 T/H时， ΔG=8 即投运后总

煤量将减少8 T/H ∑G1=110 T/H时， ΔG=5.5即投运后总煤量

将减少5.5 T/H ∑G1=100 T/H时， ΔG=3 即投运后总煤量将减

少3 T/H由此可见，在现有的控制逻辑下，投运第四台磨煤机

总煤量将自动减少，最大值可达8 T/H例2，原先四台磨煤机

运行，停运一台磨煤机，保持其余三台磨煤机继续运行，各

参数设定列表如下： 在各种情况下 投运前 投运后原三台运行

给煤机总煤量 ∑G1 ∑G2原三台运行给煤机平均煤量 煤主控

开度 M4 M3给煤机开度 C4 C3 假设停运前后煤主控开度不变

，既M3=M4，第四台停运磨煤机煤量先减至22 T/H而后停运

，根据例1推导公式可知： 因 所以： 即： 停运前后总煤量变

化量为： = = 在现有的控制逻辑下停运第四台磨煤机，此时

控制总煤量一般在100至120 T/H间，而遇到堵磨等紧急情况

下，总煤量可能会达到145 T/H。下面举一些有代表性的数据

来说明：当停运前总煤量取：∑G1=120 T/H， ΔG=-10.3 即

停运后总煤量将增加10.3 T/H ∑G1=110 T/H， ΔG= -7 即停

运后总煤量将增加7 T/H ∑G1=100 T/H， ΔG=-3.7 即停运后

总煤量将增加3.7 T/H∑G1=145 T/H， ΔG=-18.5 即停运后总

煤量将增加18.5T/H∑G1=135 T/H，ΔG=-15.2 即停运后总煤

量将增加15.2 T/H∑G1=125 T/H， ΔG=-12 即停运后总煤量

将增加12T/H由上可见，在现有的控制逻辑正常情况下，停

运第四台磨煤机后，总煤量增加最多可达10.3T/H，而后遇到

堵磨等紧急情况下，停运第四台磨煤机后，总煤量增加最多

可达18.5T/H。例3，有时还会遇到这样的特殊情况，如果四

台磨煤机运行总煤量为150 T/H，平均每台磨煤机煤量

为37.5T/H。而由于某种原因致使其中一台磨煤机突然跳闸，



那么这是剩下三台磨煤机总煤量将自动上升到： 表面看来，

好象前后总煤量不变，但实际上要求三台磨煤机总煤量一般

不允许超过135T/H，而现在达到150T/H，明显超过额定值过

多了。从以上三个事例可以证明煤量波动范围是偏大了，能

不能通过调整某些参数使煤量波动范围变小些，应该认为是

有可能的，我们只须将三台给煤机运行时，给煤机开度（C3

）与煤主控开度（M3）比值作些修改，而四台运行时比值保

持不变，现具体修改公式如下： 下面就利用修改后的比值，

将例1再重新计算一遍，从例1的推导公式里得知，投运前后

总煤量变化量为： 当投运前总煤量取∑G1=120 T/H时，

ΔG=2 即投运后总煤量将减少2 T/H ∑G1=110 T/H时，ΔG=0

即投运后总煤量基本不变∑G1=100 T/H时，ΔG=-2 即投运后

总煤量将增加2T/H证明了经修改后，投入第四台磨煤机，煤

量波动范围在±2T/H间，比修改前，大大降低了。按上述修

改后的比值，将例2也重新计算一遍，从例2的推导计算公式

里得知，停运前后总煤量变化量为： 当停运前总煤量取

∑G1=120 T/H时， ΔG=-2.5 即停运后总煤量将增加2.5T/H

∑G1=110 T/H时， ΔG=0 即停运后总煤量将基本不变

∑G1=100 T/H时， ΔG=2.5 即停运后总煤量将减少2.5 T/H

∑G1=145 T/H时， ΔG=-8.75 即停运后总煤量将增加8.75 T/H

∑G1=135 T/H时， ΔG=-6.25 即停运后总煤量将增加6.25 T/H

∑G1=125T/H时，ΔG=-3.75 即停运后总煤量将增加3.75 T/H

显然通过比值修改后，在正常情况下，停运第四台磨煤机后

，总煤量波动范围仅在±2.5T/H以内，比原先的10.3 T/H减少

了许多，而在堵磨等紧急情况下总煤量最多仅增加了8.75 T/H

，比原来18.5T/H减少了更多，这些表明了比值修改后对抑制



煤量波动效果是显著的。对于例3，也可作同样的分析，前提

条件不变，那么这时剩下三台磨煤机总煤量将变为： 由此得

出经比值修改后，三台运行磨煤机煤量仅上升至140.6 T/H，

比修改前150 T/H减少了近10T/H，将接近于实际要求了。总

之，如果能将给煤机开度（C）与煤主控开度（M）间的比值

作如下修改：一台给煤机运行时比值改成：把安全工程师站

点加入收藏夹 二台给煤机运行时比值改为： 三台给煤机运行

时比值改为： 四或五台给煤机运行时比值保持不变。依然为

： 那么无论遇到何种情况，启停磨煤机初期，前后总煤量波

动幅度都会自动大大降低，简化了运行人员的操作，为单人

启停磨煤机创造了条件，对于机组的安全运行极其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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