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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围绕团聚(凝并)促进预调节和高效除尘两个细颗粒物控制的技术发展方向，系统介绍了声波
团聚、磁团聚与磁分离、电凝并、化学团聚、蒸汽相变、热泳沉积等可促进细颗粒物长大（脱除）的
预调节技术，以及电袋复合、湿式静电等高效除尘技术，并从实际应用角度分析了现有研究的不足，
指出了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同时，本书还对燃烧源细颗粒物的形成机理、采样分析方法及柴油车微粒排放控制技术等做了简要介
绍。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环境工程、热能工程、化学工程等专业师生的参考书，也可供能源、环境、
化工等领域的相关研究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参考。

　　一级分类:科技图书
　　二级分类:环境
　　三级分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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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电凝并是通过提高细颗粒的荷电能力，促进细颗粒以电泳方式到达飞灰颗粒表面的数
量，从而增强颗粒间的凝并效应；电凝并的效果取决于粒子的浓度、粒径、电荷的分布以及外电场的
强弱，不同粒子的不同速度和振幅导致了细颗粒问的碰撞和凝并。
电凝并研究主要可概括为三方面：①异极性荷电粉尘的库仑凝并；②同极性荷电粉尘在交变电场中的
凝并；③异极性荷电粉尘在交变电场中的凝并。
日本京都大学watanabe等将电凝并技术与常规电除尘技术结合，提出了同极性荷电粉尘在交变电场中
凝并的三区式静电凝并除尘器；浙江大学骆仲泱等建立了一种脉冲预荷电直流收尘的复合式除尘系统
，发现结合传统的直流静电除尘器可以大幅提高对亚微米级颗粒的脱除效率。
1.4.1.5 化学团聚技术化学团聚是一种通过添加团聚剂（吸附剂、黏结剂）促进细颗粒物脱除的预处理
方法，根据化学团聚剂加入位置的不同，又可分为燃烧中化学团聚和燃后区化学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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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燃烧源细颗粒物污染控制技术》具有以下特点。
①成果新：书中大部分内容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在国家973计划（2002CB211600）
及其他相关项目资助下，本人所在课题组及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浙江大学等在声波团聚、磁团
聚、蒸汽相变、电凝并、化学团聚、热泳沉积、电袋复合技术等方面的近几年最新研究成果。
②针对性强。
本书结合燃烧源细颗粒物控制的技术发展方向，专门介绍细颗粒团聚（凝并）长大预调节技术及电袋
复合、湿式静电等高效除尘技术，这与已出版的除尘专业书籍有显著差异。
③图文并茂。
鉴于细颗粒物的控制手段较多，涉及大量试验装置、试验结果，本书运用大量图表，有利于读者理解
。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受颗粒发生源及其他试验条件的限制，虽然国内外有关亚微米至微米级颗
粒物控制技术已有较多研究，但专门针对燃烧源细颗粒物的还较少。
因此，本书引用的不少文献资料中，研究采用的颗粒物性质与燃烧源细颗粒物有一定的差异，不过其
研究成果对控制燃烧源细颗粒物排放仍较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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