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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及改进措施

在使用 TH- 990型智能烟气分析仪进行烟气

测试过程中,发现二氧化硫数据偏低, 有两次监测

数据甚至为零。通过仔细观察、分析, 发现 TH-

990型仪器使用的导气管是乳胶管, 二氧化硫传感

器测量范围 0 mg / Nm
3
~ 5 000 mg / Nm

3
。由于乳

胶管对二氧化硫有较强的吸附作用,以及二氧化硫

传感器测量范围太大,故造成烟气中低含量二氧化

硫测量误差大。建议厂家将烟气分析仪的传感器

改成 0 mg/ Nm
3
~ 2 000 mg/ Nm

3
, 导气管改成硅胶

管,然后再将仪器用二氧化硫标气标定。现选择标

气浓度为 549 mg / Nm3, 用改进后的 TH- 990型

烟气分析仪测得该标气含量为 551 mg/ Nm
3
; 用英

国产 SGA 烟气分析仪测定结果为 532 mg / Nm3;

用碘量法标定该标气浓度为 545 mg/ Nm3。

2  实验结果
211  用原来的烟气分析仪、改进的 TH- 990型、

英国产 SGA型及碘量法对同一台锅炉烟气中二氧

化硫进行测试, 结果见表 1。

表 1  4种方法监测结果   mg / Nm3

方  法 导  管 监测结果

TH- 990 仪器(未改) 乳胶管  0

TH- 990 仪器(改进) 硅胶管 130

SGA仪器 硅胶管 128

碘量法 硅胶管 123

  注: n= 5

由表 1看出,改进的烟气分析仪与碘量法及英

国产的仪器测量结果无显著差异。

212  因烟气中含有大量的水分,在采集样品时,水

分会凝结在管壁上吸收烟气中的二氧化硫从而造

成监测结果偏低。通过对采样枪及导气管加热能

减少因水分带来的误差(见表 2)。

表 2 加热采样枪及导气管对监测结果的影响

mg / Nm3

方   法 采样管及导气管 监测结果

TH- 990型仪器 加热至 120e 左右 185

TH- 990型仪器 不加热 160

  注: n = 5

由此可见,烟气分析仪导气管一定要采用硅胶

管或其他不吸附二氧化硫的管道, 而且要适当加

热, 以避免二氧化硫被吸附。

3  监测数据处理

烟气中二氧化硫监测偏低的另一原因是锅炉

排烟设备漏风或鼓风机风量过大,造成炉内含氧量

高, 稀释了烟气浓度。

在锅炉烟气测试中往往遇到含氧量高的现象,

有个别高达 1815 %, A系数为 814, 二氧化硫浓度
实际被稀释了 417倍。因此将锅炉烟气中二氧化
硫排放浓度和烟尘排放浓度一样折算(实测浓度除

以 118乘以A系数)较为合理。目前南京市宁府环

监( 1993)字第 52 号文5关于执行锅炉燃煤电厂污

染物排放标准及测试方法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6,
已补充说明了 GB 13271- 91 中的二氧化硫排放

浓度计算方法,应执行。

综上所述,在监测烟气中二氧化硫时, 导气管

应选用硅胶管并加热; 实测浓度应进行折算, 以提

高烟气中二氧化硫的监测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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