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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屑、稻壳和煤混合型煤压缩成型过程建模与工况优化!

李大中　李晓江
（华北电力大学自动化系，保定 ０７１００３）

　　【摘要】　基于已有文献实验数据，建立了木屑和煤、稻壳和煤混合压缩成型过程 ＬＳ ＳＶＭ模型。结果表明，

两种模型预测值与实验值相对误差最大值分别为 ３４６％、５８３％，两类型煤混合压缩成型过程具有较好的模拟效

果。在此基础上设计拟合了两类型煤混合压缩成型过程多目标优化目标函数，寻优分别得到木屑、稻壳与煤混合

型煤压缩成型过程 Ｐａｒｅｔｏ最优解集。依据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标准和生物质型煤综合性能 ＣＶ值，进一步从 Ｐａｒｅｔｏ

最优解集中选出了对木屑和煤、稻壳和煤混合型煤不同指标要求下的压缩成型工艺过程运行工况的优化目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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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生物质能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能源，仅次于

煤炭、石油和天然气而居于世界能源消费总量第 ４
位，在整个能源系统中占有重要地位

［１～２］
。生物质

型煤（ｂｉｏｍａｓｓ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ｃｏａｌ，简称ＢＣＣ）是指将破碎
成一定粒度和干燥到一定程度的煤和生物质原料，

按一定比例掺混，在高温高压下压制而成的燃料。

实践表明，生物质型煤技术是一种洁净节能技术，不

仅可以提高燃烧效率、减少资源浪费，而且可以减少

ＳＯ２、ＣＯ２和 ＮＯｘ等污染物对环境的污染，计入生物
质资源的代煤作用和型煤的节煤作用，生物质型煤

总节煤率可到 ２０％ ～２４％，总减硫率大于 ６５％，减
排碳的潜力可达当年总排量的１０％［３～４］

。

我国拥有较丰富的木屑、稻壳资源，其中产稻量

占世界总产量的 １／３，木屑等林业废弃物年可获得



量约９亿 ｔ。生物质型煤压缩成型工艺过程对成型
燃料的物理性能和燃烧特性会产生直接影响，但国

内外目前对生物质型煤压缩成型过程建模及优化方

面的研究非常缺乏。基于此，本文以木屑和煤、稻壳

和煤两组物料混合压缩成型实验数据
［５］
为研究对

象，建立两种型煤压缩成型过程的模型，并对压缩成

型工艺过程的运行工况进行优化研究。

１　生物质型煤压缩成型过程建模

１１　模型参量确定
压缩成型过程中影响型煤特性的因素很多，包

括成型压力、成型温度、生物质质量分数、含水率、粒

径、固硫剂添加量等，型煤的评价指标有热值、挥发

分、固硫率、抗压强度、松弛密度、着火特性等
［６］
。

成型燃料的品质特性包括燃烧特性和物理特

性，型煤的物理特性直接决定了它的使用要求、运输

要求和贮藏条件。抗压强度决定了型煤的运输要

求，型煤远距离运输需要较高的抗压强度。型煤的

燃烧特性决定了其经济价值和环保价值，其中热值

表示单位质量燃料完全燃烧时所放出的热量，热值

越高越能体现燃料价值。固硫率决定了型煤固硫作

用的大小以及 ＳＯ２等硫化物的排放量。
本文选用云南先锋褐煤、木材加工厂木屑及稻

壳为型煤原料，在成型压力为４０ＭＰａ下，木屑与煤、
稻壳与煤混合压缩成型实验数据如表１所示［５］

。实

验条件可视为定温、定压工况。

表 １　木屑、稻壳与煤混合型煤压缩成型实验数据

Ｔａｂ．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ｄａｔａｆｒｏｍ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ｍｏｄｅｌｏｆＢＣＣｍｉｘｅｄｗｉｔｈｓａｗｄｕｓｔ，ｒｉｃｅｈｕｌｌａｎｄｃｏａｌ

木屑与煤混合型煤压缩成型 稻壳与煤混合型煤压缩成型

生物质质量

分数 Ｒ／％

热值 Ｑ

／ＭＪ·ｋｇ－１
抗压强度 ＣＳ

／Ｎ·个 －１

固硫率 Ｓ

／％

生物质质量

分数 Ｒ／％

热值 Ｑ

／ＭＪ·ｋｇ－１
抗压强度 ＣＳ

／Ｎ·个 －１

固硫率 Ｓ

／％

０ ２２４２７ １５１１８１ ６５９８４ ０ ２２４２７ １５１１８１ ６５９８４

５ ２２１９０ ２０１９６９ ６９７６３ ５ ２２０１６ １８３０７１ ６８５０４

１０ ２２００３ ２６５３５４ ７２５９８ １０ ２１８１４ ２４０１５７ ７１３３９

１５ ２１５９４ ３２５５９１ ７５７４８ １５ ２１２６５ ２９０９４５ ７３５４３

２０ ２１３４２ ３７６３７８ ７７６３８ ２０ ２０８７８ ２９７６３８ ７５４３３

２５ ２１１０３ ４２７１６５ ８０７８７ ２５ ２０１６９ ３７６７７２ ７７３２３

３０ ２０８１７ ４６２２０５ ８２０４７ ３０ １９７７８ ３８６６１４ ７９２１３

３５ ２０５０１ ５１６１４２ ８３６２２ ３５ １９３５５ ４５００００ ８０４７２

４０ ２０２１５ ５６６９３０ ８５５１２ ４０ １８８７５ ４８５０４０ ８１７３２

４５ １９９５６ ５８３０７１ ８７０８７ ４５ １８４３１ ４９４８８２ ８３６２２

５０ １９７０２ ６１１８１１ ８８０３１ ５０ １８００６ ５５５１１８ ８４２５２

５５ １９４１０ ６２７９５３ ８９２９１ ５５ １７５７１ ５４９２１３ ８６１４２

６０ １９１１５ ６５０３９４ ９０２３６ ６０ １７１２４ ５５２７５６ ８７０１６

６５ １８８５２ ６６０２３６ ９０７４５ ６５ １６６６２ ５３１１０２ ８７９２２

７０ １８６０４ ６６６９３０ ９１０３９ ７０ １６２４３ ５１８８９８ ８８６１５

７５ １８２８７ ６７０４７２ ９１６９５ ７５ １５７９１ ５１２９９２ ８９１２９

８０ １８１０６ ６６４０５７ ９２１２７ ８０ １５３７２ ４７２４４１ ８９４６５

　　由表１可以看出，当成型压力一定时，随着木屑
和稻壳质量分数的增加，两种不同的型煤固硫率呈

上升趋势，而型煤热值呈下降趋势，抗压强度随着生

物质质量分数的增加而增加，当添加量达到一定量

的时候基本趋于稳定。为此，本文以成型压力和生

物质添加量为输入，以型煤热值、抗压强度、固硫率

为输出建立模型。

１２　ＬＳ ＳＶＭ 建模
本文采用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原理，建立生物

质（木屑、稻壳）和煤混合压缩成型过程最小二乘支

图 １　木屑型煤、稻壳型煤混合压缩成型过程模型

Ｆｉｇ．１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ｍｏｄｅｌｏｆＢＣＣｍｉｘｅｄｗｉｔｈ

ｓａｗｄｕｓｔ，ｒｉｃｅｈｕｌｌａｎｄｃｏａｌ
　

持向量机 ＬＳ ＳＶＭ模型［７～８］
，如图 １所示。函数估

４８ 农　业　机　械　学　报　　　　　　　　　　　　　　　　　２０１２年



计模型为

ｙ（ｘ）＝∑
ｄ

ｉ＝１
ａｉＫ（ｘｉ，ｘｊ）＋ｂ （１）

其中 ｘ＝（Ｐ，Ｒ）　　ｙ＝（Ｑ，ＣＳ，Ｓ）
式中　Ｐ———成型压力，ＭＰａ

Ｒ———生物质质量分数，％
Ｑ———热值，ＭＪ／ｋｇ
ＣＳ———抗压强度，Ｎ／个
Ｓ———固硫率／％　　ｄ———训练样本数
Ｋ（ｘｉ，ｘｊ）———ＲＢＦ核函数
ａｉ———权值向量　　ｂ———偏差，ｂ∈Ｒ

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建模主要是选择核函数

Ｋ（ｘｉ，ｘｊ）和惩罚度参数 Ｃ，通常径向基核函数

（ｒａｄｉａｌｂａｓｉ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简称 ＲＢＦ）具有较好的拟合和
泛化能力

［４］
，因此本文选择径向基核函数为

Ｋ（ｘ，ｘＴ）＝ｅｘｐ（－‖ｘ－ｘＴ‖２／（２σ２）） （２）
式中 σ表示核宽度，它影响数据在高维特征空间中
分布的复杂度，最终需要确定的参数为 σ２和 Ｃ。
１３　模型验证

由表 １两种型煤实验数据中分别任意选 １５组
数据作为模型训练样本，用遗传算法对模型参数 Ｃ
和 σ２进行寻优［９］

，结果为木屑型煤 Ｃ＝８１５０３５，
σ２＝０９８６１；稻壳型煤 Ｃ＝４８５３３１，σ２＝０６０５１，
以其余两组数据作为测试样本验证模型的准确性，

本文选取生物质质量分数为 ３０％、５０％的两组数据
作为模型测试样本。模型测试结果如表２所示。

表 ２　木屑、稻壳型煤混合压缩成型实验值与模型预测值比较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ｖａｌｕｅａｎｄ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ｖａｌｕｅｏｆＢＣＣｍｉｘｅｄｗｉｔｈｓａｗｄｕｓｔ，ｒｉｃｅｈｕｌｌａｎｄｃｏａｌ

型煤

类型

生物质质量

分数 Ｒ／％

热值 Ｑ／ＭＪ·ｋｇ－１

实验值 预测值

相对误差

／％

抗压强度 ＣＳ／Ｎ·个
－１

实验值 预测值

相对误差

／％

固硫率 Ｓ／％

实验值 预测值

相对误差

／％

木屑
３０ ２０８１７ ２０７３８ ０３８ ４６２２０５ ４７８２０１ ３４６ ８２０４７ ８２２０１ ０１９

５０ １９７０２ １９７２０ ００９ ６１１８１１ ６１１２５７ ００９ ８８０３１ ８８２６６ ０２７

稻壳
３０ １９７７８ １９７７６ ００１ ３８６６１４ ４０９１５６ ５８３ ７９２１３ ７８７８２ ０５４

５０ １８００６ １７９９９ ００４ ５５５１１８ ５２７６６６ ４９５ ８４２５２ ８４９１１ ０７８

　　由表２可知，木屑型煤模型预测值与实验值相
对误差最大值为３４６％，稻壳型煤模型预测值与实
验值相对误差最大值为 ５８３％。两个模型具有较
好的泛化能力和拟合效果，能够较好地模拟木屑和

煤、稻壳和煤混合压缩成型过程的特性。

２　木屑、稻壳型煤压缩成型工况优化

２１　优化方案确立
基于上述两种型煤的 ＬＳ ＳＶＭ模型，对木屑和

煤、稻壳和煤混合压缩成型过程进行优化，寻求当型

煤的热值、抗压强度、固硫率分别达到最优值时，木

屑、稻壳分别在型煤中所占比例的优化目标值。该

优化过程的优化本质上是一个多目标优化问题

（ｍｕｌｔｉ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简 称

ＭＯＰ）［１０］。多目标优化的解通常不是唯一的，而是
存在一个 Ｐａｒｅｔｏ最优解集，其中每个解之间彼此不
可比较，都是非劣最优解，所以求解多目标优化问题

的关键就是求出 Ｐａｒｅｔｏ最优解集。本文采用并列遗
传算法求解 Ｐａｒｅｔｏ最优解集，在满足生物质型煤工
程标准的前提下，使得解集中的每个解能够适应不

同的工况要求
［１１～１２］

。

２２　约束条件
（１）成型压力
由于实验是在４０ＭＰａ压力进行压缩成型的，可

视为定压成型。在此压力下，型煤已能较好成型，暂

不考虑压力变化对型煤指标的影响。因此将成型压

力设定为４０ＭＰａ。
（２）型煤中木屑、稻壳质量分数
在型煤压缩过程中，木屑、稻壳质量分数直接影

响型煤评价指标，且质量分数的增加有助于型煤的

着火，且可以减少 ＳＯｘ等的排放，然而随着木屑、稻
壳质量分数的增加型煤热值会降低，从而会降低型

煤的经济价值。同时，过高的木屑、稻壳质量分数会

降低型煤的抗压强度，不利于远距离输送。实验数

据
［５］
表明，当木屑、稻壳在型煤中质量分数分别在

７５％、５０％左右时，型煤抗压强度最高。为了较好地
比较两种型煤，选取木屑、稻壳在型煤中质量分数优

化范围为０～８０％。
２３　多目标优化目标函数建立

较高的热值体现型煤的使用价值，较高的抗压

强度有利于型煤的远距离运输和保存，较高的固硫

率可以减少 ＳＯｘ等的排放。本文所讨论的优化问
题，即寻找型煤热值、抗压强度、固硫率都达到最大

值时，成型压力和生物质质量分数应满足的优化目

标值。基于此，建立多目标优化模型为

ｍａｘＭ＝｛ｙ１（Ｘ），ｙ２（Ｘ），ｙ３（Ｘ）｝ （３）
ｓ．ｔ． ｘ１＝４０　０≤ｘ２≤８０
式中 Ｘ＝（ｘ１，ｘ２），ｘ１为成型压力 Ｐ，ｘ２为木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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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壳质量分数 Ｒ；ｙ１（Ｘ）为热值 Ｑ，ｙ２（Ｘ）为抗压强
度 ＣＳ，ｙ３（Ｘ）为固硫率 Ｓ。
２４　型煤压缩成型过程优化

选用并列遗传算法进行优化
［１２］
，基于该算法的

木屑、稻壳型煤混合压缩成型过程优化流程如图 ２
所示。

图 ２　木屑、稻壳型煤混合压缩成型过程优化流程图

Ｆｉｇ．２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ｌｏｗｏｆｍｉｘｅｄ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ｍｏｌｄ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ＢＣＣｍｉｘｅｄｓａｗｄｕｓｔ，ｒｉｃｅｈｕｌｌａｎｄｃｏａｌ
　
寻优计算得到 Ｐａｒｅｔｏ最优解集，如图 ３所示。

仅从多目标优化的角度看，图 ３中的每个解都是非
劣最优解。而在实际工程中则需要综合考虑两类型

煤的有关主要指标，因此要从 Ｐａｒｅｔｏ最优解集中选
取能够满足两类型煤工程要求的有效解子集。

３　结果分析

基于表 １实验数据的木屑、稻壳混合型煤指标
随成型工况变化趋势如图 ４所示，两种型煤的抗压
强度大于单纯褐煤的抗压强度，表明型煤压缩成型

过程中，木屑、稻壳起到粘结剂的作用，随着木屑、稻

壳质量分数的增加，两种型煤抗压强度变化趋势有

所不同，在同样质量分数时木屑型煤的抗压强度要

大于稻壳型煤。对于木屑型煤而言，木屑质量分数

为４０％之前，随着木屑质量分数增加，其抗压强度
增加速率较快，但 ４０％以后增加速率趋缓，当质量
分数达到６０％以上，抗压强度几乎趋于恒定。而对
于稻壳型煤，稻壳质量分数为 ５０％以下，抗压强度
随稻壳质量分数增加而增大，当稻壳质量分数超过

５０％时，抗压强度则随着稻壳质量分数的增加而呈

图 ３　Ｐａｒｅｔｏ最优解集

Ｆｉｇ．３　Ｐａｒｅｔｏｏｐｔｉｍａｌ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减小趋势。由图 ４可知，两种型煤的热值和固硫率
变化趋势基本一致。

图 ４　木屑、稻壳混合型煤指标随成型工况变化趋势

Ｆｉｇ．４　ＰｒｏｆｉｌｅｏｆＢＣＣｍｉｘｅｄｓａｗｄｕｓｔ，ｒｉｃｅｈｕｌｌａｎｄｃｏａｌ

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ｏｌｄ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依据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相关工程标准，热值

应达到１６９ＭＪ／ｋｇ及以上［１３］
，即以 Ｑ＞１６９ＭＪ／ｋｇ

作为限定 Ｐａｒｅｔｏ最优解集的输出条件，即在满足该
条件的同时寻求较高的抗压强度和固硫率。由于成

型燃料性能指标量纲不同，所以需要对各指标量纲

进行归一化处理。本文采用标幺化归一处理方法：

标幺值为实际值与基值的比值，基值为各指标最大

值
［１４］
。基于式（１）的 ＬＳ ＳＶＭ模型，可求得在木

屑、稻壳质量分数 ０～８０％范围内两类型煤所对应
的木屑型煤热值、抗压强度、固硫率最大值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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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４２７ＭＪ／ｋｇ、６７１０Ｎ／个、９２１２７％；稻壳型煤热
值、抗压强度、固硫率最大值分别为 ２２４２７ＭＪ／ｋｇ、
５５５５Ｎ／个、８９４６５％。从而得到两类型煤评价指
标的标幺值之和，即 ＣＶ值。
木屑型煤

ＣＶ＝Ｑ／２２４２７＋ＣＳ／６７１＋Ｓ／９２１２７ （４）
稻壳型煤

ＣＶ＝Ｑ／２２４２７＋ＣＳ／５５５５＋Ｓ／８９４６５ （５）
式（４）～（５）中，ＣＶ表示型煤各评价指标的综合性
能，ＣＶ越大表明各评价指标效果越好。各评价指标
能够同时达到最优值。

综上分析，以热值 Ｑ＞１６９ＭＪ／ｋｇ为条件，从
Ｐａｒｅｔｏ最优解集中选取 ＣＶ值较大的子集作为有效
解，如表３所示，每组解均是非劣最优解，均能满足
工程要求，只是对各评价指标的权重不同。工程应

用中木屑、稻壳质量分数的取值可根据成型燃料对

各评价指标的具体要求进行选取。例如，远距离运

输时可以选取抗压强度较大的子集为有效解；若对

抗压强度、固硫率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可选取热值较

大的子集为有效解。因此，表３子集中的每一组解，
可作为对木屑、稻壳与煤混合型煤不同指标要求下

的压缩成型运行工况的优化目标值。

４　结论

（１）建立了木屑和煤、稻壳和煤混合型煤压缩
成型过程 ＬＳ ＳＶＭ模型。验证结果表明，两种模型
预测值与实验值相对误差最大值分别为 ３４６％、
　　

表 ３　木屑、稻壳和煤混合压缩成型过程优化解子集

Ｔａｂ．３　Ｓｕｂｓｅｔｓｏｆｏｐｔｉｍａｌ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ｍｏｌｄ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ＢＣＣｍｉｘｅｄｓａｗｄｕｓｔ，

ｒｉｃｅｈｕｌｌａｎｄｃｏａｌ

型煤

类型

成型

压力 Ｐ

／ＭＰａ

生物质

质量分数

Ｒ／％

热值 Ｑ／

ＭＪ·ｋｇ－１
抗压强度

ＣＳ／Ｎ·个
－１

固硫

率 Ｓ／％
ＣＶ

３０４８ ２０７０５ ４８２４００ ８２３６４ ２５３６

３５５６ ２０４０５ ５２４２５４ ８４０５２ ２６０４

木屑 ４０ ４０６３ ２０１６５ ５６０４５３ ８５６６８ ２６６４

６０９５ １９０８２ ６４９８２５ ９０２２８ ２７９９

６７３０ １８６９９ ６６４４３７ ９０９９０ ２８１２

３２３８ １９５５７ ４２７９７９ ７９５０３ ２５３１

３７１４ １９１３１ ４６１７３１ ８１００９ ２５９０

稻壳 ４０ ４６６７ １８２８９ ５１３８６６ ８４００５ ２６８０

５０２４ １７９７９ ５２８５４３ ８４９７２ ２７０３

５６１９ １７４７３ ５４４１２０ ８６３０６ ２７２３

５８３％，两类型煤混合压缩成型过程具有较好的模
拟效果。

（２）基于所建模型，设计拟合了型煤混合压缩
成型过程多目标优化目标函数，寻优分别得到木屑、

稻壳与煤混合型煤压缩成型过程 Ｐａｒｅｔｏ最优解集。
（３）依据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工程标准和生物

质型煤综合性能 ＣＶ值，进一步从 Ｐａｒｅｔｏ最优解集中
选出了对木屑和煤、稻壳和煤混合型煤不同指标要

求下的压缩成型工艺过程运行工况的优化目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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