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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煤可吸入颗粒物的形成与排放》

内容概要

《燃煤可吸入颗粒物的形成与排放(精)》系统地阐述了煤燃烧过程中可吸入颗粒物的形成与燃烧后的
排放特征，简要介绍了可吸入颗粒物的特征、危害以及可吸人颗粒物形成与排放控制研究的最新进展
与相关法规，论述了煤粉特性、煤焦特性、燃烧工况等对燃煤可吸入颗粒物形成的不同影响，详细介
绍了燃煤可吸入颗粒物取样装置、计算机控制的扫描电子显微镜(CCSEM)等分析方法在燃煤可吸入颗
粒物研究中的应用、燃煤可吸入颗粒物形成模态识别的新方法等；同时，书中还对燃煤可吸入颗粒物
形成的数值模拟方法与结果、实际燃煤电站锅炉可吸入颗粒物排放特性的测试分析以及煤与生物质混
烧中可吸入颗粒物的形成与排放特性的最新研究成果进行了论述。大气可吸入颗粒物是目前我国城市
空气的首要污染物，不仅对环境产生了严重的影响，而且对人体健康等造成了广泛的损害。煤的燃烧
是大气可吸入颗粒物的主要来源之一，燃煤可吸入颗粒物的形成与排放控制的研究已经成为燃烧研究
中的一个新兴而前沿的领域，成为政府部门和科研工作者愈来愈关切的热点。
《燃煤可吸入颗粒物的形成与排放(精)》可作为高等学校热能工程、工程热物理、环境工程、化学工
程等专业的教师、研究生和本科生的教学和学习用书，也可供电力科研院所、大气环境保护部门、火
力发电厂等单位从事能源、环境、冶金、建材、化工等专业的相关科研、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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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绪论　　1.1　可吸入颗粒物的特征及其危害　　1.1.1　可吸入颗粒物的基本特征　　1.可吸入颗
粒物的来源　　源解析技术是指对大气颗粒物的来源进行定性或定量研究的技术，其目的是确定大气
颗粒物的来源以及不同来源对其贡献的大小，为有关部门控制颗粒物污染源提供依据。可吸人颗粒物
的来源可分为自然源和人为源：自然源包括植物花粉和孢子、土壤扬尘、海盐等；人为源又可分为固
定源和移动源，前者如燃料燃烧、工业生产过程，后者如交通运输等。大气颗粒物的来源和发生量会
因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能源结构、工艺方法以及管理水平的不同而存在很大的差别。　　国
外学者通过受体模型对澳大利亚布里斯班的PM10进行了源解析研究，结果表明PM10的质量分布主要
是扬尘、机动车尾气（不包括二次污染物）、海盐、富钙和钛化合物（来自固结或矿物处理工厂）、
生物体的燃烧、元素碳和二次污染物。近十年来，国内学者对抚顺、杭州、银川、济南、重庆、武汉
等城市的大气颗粒物进行了源解析研究，其结果见表1.1。由表1.1可知，燃煤烟尘是各城市PM10的主
要来源之一，其对PM10的贡献率为20.o％～44.5％。还有文献直接指出，使城市上空蓝天消失的罪魁
祸首是可吸人颗粒物，而我国可吸人颗粒物主要源于燃煤电厂，因为即使采用了粉尘收集率很高的除
尘装置，还是会有少量粉尘排人大气，其中绝大部分就是可吸入颗粒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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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首先是邮递速度太慢，整整一周才收到，到货检查了一下，书皮有点脏，好在书质量没什么问题
。从当当买过很多书了，这次是最不满意的。
2、书还可以。运输包装应该重视，我六本书一起，就一个塑料袋一起装，袋子都破了，书也磨损了
。建议书多时注意一下包装问题。
3、研究生做的论文合集，很多结论有待推敲。
4、是我需要的书，也还比较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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