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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热能与动力工程的概念及其在电场中

发电的作用

1.1 概念

热能与动力工程在运用中主要根据能量守恒定律，将热

能转化为动能这一原理进行工作。电厂在进行生产活动的过

程中会释放出足够的热量，通过蒸发器及高压水泵的作用，形

成大量的水蒸气，再用水蒸气推动汽轮机，汽轮机的运转便会

带动发电机组产生电能，随后通过电力装置传输出来，再经过

变电站进行电能的分配利用。

1.2 热能与动力工程进行节能降耗所产生的作用

现如今，电厂已经成为中国重要的支柱型产业之一，并且

在将来还会不断地建设和发展。在电厂发展的同时，要在最大

限度上产生可观的环境效益，掌握其核心内容，即热能与动力

工程的直接关系，并且在应用的过程中开发出新能源工程和

热力发电机排放和环境工程的作用，以及如何降低能源的消

耗，达到节能减排的目的，并且提高发电效率和能源的利用率。

2 影响电厂电能生产的主要因素

2.1 锅炉运行情况的改变

锅炉在实际运行的情况中存在很多变量因素，这也就导

致汽轮机在运行的过程中没有一定的规律，锅炉在自身的运

行中能够释放热能，影响着电能的生产。

2.2 电能储能会影响变工况

在电场电能的生产中，电能的存储并不是十分的便捷，所

以会对电场生产的工作产生一系列的影响，会发生电功率不

稳定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变工况。

2.3 凝气装置工况的不稳定性

灵气装置是电厂电能生产中必不可少的装置，在生产过

程中气压会发生改变。在变工况的实施过程中，凝气装置并不

稳定，所以生产结果和预期往往存在一定的差距。

2.4 通气设备老化和用电频率

在设备运行时间较长，并且缺乏及时养护和修理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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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易操作、成本低等优点，但是也容易造成二次污染。

在使用化学沉淀法对废水进行时，根据实际情况，将硫化

物、氢氧化物、卤化物及碳酸盐等物质加入水体中，从而分离

污染物。加入这些添加剂后，废水会形成一些新的物质，而这

部分物质的溶度积常数都比较低，很容易以沉淀的形式将其

分离去除，这样就能实现去除与分离重金属离子的目的。

3.2.2 电解法

电解法指的就是使重金属离子生成氧化还原反应，这样

就能够使重金属富集在电极上，将重金属离子去除，并达到二

次回收利用的目的。但是，因为电解法的使用成本比较高，且

耗电量比较大，在使用时，应结合多种工艺进行共同使用，如

吸附—电解、离子交换—电解、共沉淀—电解法等联合使用，

从而达到回收重金属离子的目的。

3.3 物理处理法

3.3.1 离子交换法

离子交换法指的就是离子交换树脂中的可以进行交换的

离子与重金属离子进行离子交换的过程。实施离子交换法时，

应在离子交换器中完成。在离子交换器中，应根据实际情况加

入不同类型的交换器，以此达到去除重金属废水中重金属离

子的目的。常用的树脂交换剂有阴离子交换树脂、阳离子交

换树脂及腐殖酸树脂等。

3.3.2 膜分离法

膜分离法属于现阶段新兴的一种废水处理技术，该方法

的优点为操作简单、自动化操作，以及无二次污染等。正是因

为如此，该方法已经受到了广泛的应用与重视。但是，该方法

也具有一定的缺点，如对生产工艺的要求比较高、生产成本

较高等。

4 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人们的环保意识不断加强，对铅锌选矿

重金属废水处理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但是在对废水进行处理

时，仍然存在价格昂贵、对工艺要求较高等瓶颈问题。因此，

应对各种废水处理工艺进行深入研究，从而在满足废水处理

目标的基础上，满足环保与经济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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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的运行会出现问题。另外，如果存在用电频率问题，也会

导致机器设备运行稳定性降低，影响了变工况。

3 节能消耗中热能与动力工程的实际运用

3.1 有效利用多级汽车轮机重热现象

有效利用多级汽轮机的重热现象是指，增加汽油机的气

浓数量和良好的排布格局，从而实现上一级汽轮机消耗的热

能被下一级汽轮机吸收这一目的，使热能和动力工程在电场

中得到合理运用。同时，将重热系数控制在理想的最佳范围内

是必不可少的举措，这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提高发电机发电

的效率，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发电机清除后会产生一定的差

异性，故重热系数应该控制在 0.04~0.08。而多级汽轮机的重

热则需要运用工矿不断频率的变化，让汽轮机在进行技术改

革和产品或者其功能部件质量品质升级的同时，进行合理的

调配，在一定程度上发挥汽轮机良好的利用率[1]。总线技术的

应用让电子技术有了更好的发展，并且迈向总线结构的方向，

让企业可以实行自动化管理，节省了企业的成本。

3.2 远程测控技术

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远程测控技术不仅是测控技术

中重要的应用之一，还是工业领域发展的测控方向之一，在一

定程度上还涉及核电站监测远程控制和石油的输送远程监

控，方便了大型工程的监测。另外，远程测控技术在水电煤气

等自动化抄表的远程监控中应用广泛，在一定程度上方便了

人们的生活，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3.3 虚拟仪器技术

随着社会的发展，虚拟经济技术成为现代工业的新型产

物，在结合计算机技术和测控技术的情况下，它实现了功能强

大，技术性强，成为测试领域的重大突破技术。灵活，交互性

强，利于实现系统化，网络化是虚拟仪器技术所存在的优点。

4 结语

总的来说，测控技术将计算机技术、光电技术和通信技术

融合在一起，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和创新，测控技术以网络

化、数字化、智能化和系统化作为前进的方向，推动了现代社

会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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