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10752138.5

(22)申请日 2018.07.10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8977213 A

(43)申请公布日 2018.12.11

(73)专利权人 南京年达炉业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210059 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上坝镇

镇东南路19号

    专利权人 东南大学

(72)发明人 陶圣年　黄亚继　曹健华　任海斌　

刘凌沁　秦文慧　陈浩　夏志鹏　

(74)专利代理机构 南京天翼专利代理有限责任

公司 32112

代理人 周建武

(51)Int.Cl.

C10B 53/02(2006.01)

C10B 49/02(2006.01)

C10B 1/04(2006.01)

C10B 1/02(2006.01)

B60P 3/00(2006.01)

审查员 贾小瑶

 

(54)发明名称

新型秸秆炭化设备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新型秸秆炭化设备，包括

炭化系统、燃烧系统和送风机；炭化系统包括炭

化炉、设置在炭化炉顶部用于放置秸秆方块的进

料室和设置在炭化炉底部用于将炭化炉内的秸

秆方块推出炭化炉的出料器，进料室与炭化炉之

间设置有进料闸门，打开进料闸门可将进料室内

的秸秆方块输送至炭化炉内；燃烧系统包括燃烧

室和高温风机，燃烧室的顶部设置有与油箱连通

的燃烧器，高温风机的进风口与燃烧室的下部连

接，高温风机的出风口与炭化炉连通用于将燃烧

室内的高温烟气送入炭化炉内，送风机与燃烧室

的上部连通用于向燃烧室内充入空气。本发明的

有益效果是：采用本申请对秸秆炭化效率高，成

本低，炭化效果好，并且本申请还具有结构简单，

移动灵活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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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新型秸秆炭化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炭化系统、燃烧系统、送风机（13）、预热系

统和排烟系统；所述的炭化系统包括炭化炉（4）、设置在炭化炉（4）顶部用于放置秸秆方块

的进料室（1）和设置在炭化炉（4）底部用于将炭化炉（4）内的秸秆方块推出炭化炉（4）的出

料器（5），所述的进料室（1）与炭化炉（4）之间设置有进料闸门（2），打开进料闸门（2）可将进

料室（1）内的秸秆方块输送至炭化炉（4）内；所述的燃烧系统包括燃烧室（9）和高温风机

（12），所述的燃烧室（9）的顶部设置有与油箱（17）连通的燃烧器（8），所述的高温风机（12）

的进风口与燃烧室（9）的下部连接，所述的高温风机（12）的出风口与炭化炉（4）连通用于将

燃烧室（9）内的高温烟气送入炭化炉（4）内，所述的送风机（13）与燃烧室（9）的上部连通用

于向燃烧室（9）内充入空气；所述的预热系统包括换热器（15），所述的高温风机（12）的出风

口通过炭化传热烟气管道（25）和预热助燃风烟气管道（24）分别连通炭化炉（4）和换热器

（15），所述的送风机（13）与换热器（15）连通，所述的换热器（15）通过助燃风管道（21）连通

燃烧室（9）；所述的排烟系统包括烟囱（16），所述的烟囱（16）通过排烟管道（23）与换热器

（15）连通，所述的排烟管道（23）上设置截止阀（14）。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新型秸秆炭化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换热器（15）包括壳

体，所述的壳体内设置有上隔板和下隔板，所述的上隔板与下隔板由多根导热管连接，并且

导热管的上端和下端分别与上隔板上方和下隔板的下方相通，所述的预热助燃风烟气管道

（24）与壳体的顶端相通，所述的送风机（13）与壳体相通并且送风机（13）与壳体连接的部位

在上隔板和下隔板之间。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新型秸秆炭化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炭化传热烟气管道

（25）上设置有多个与其相通的支管，所述的支管与炭化炉相通。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新型秸秆炭化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炭化炉（4）的上部通

过可燃气管道（19）与燃烧室（9）连通。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新型秸秆炭化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出料器（5）包括转动

轴和驱动电机，所述的驱动电机设置在炭化炉（4）外，炭化炉（4）的下部开有秸秆炭方块出

口，所述的转动轴转动设置在炭化炉（4）内，转动轴的一端伸出炭化炉（4）外与驱动电机的

输出轴连接，转动轴的另一端伸出秸秆炭方块出口内，所述的转动轴上设置有螺旋叶片。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新型秸秆炭化设备，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出料室（6），所述的出

料室（6）与秸秆炭方块出口连通，所述的转动轴远离驱动电机的一端伸入到出料室（6）内，

出料室（6）远离驱动电机的一侧开有出料口。

7.根据权利要求1至6任一项所述的新型秸秆炭化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炭化炉（4）

内的上部设置有用于测量炭化炉（4）内热解炭化工况的第一热电偶（3）。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新型秸秆炭化设备，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移动设备（18），所述

的炭化系统、燃烧系统和送风机（13）均设置在移动设备（18）上。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08977213 B

2



新型秸秆炭化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新型秸秆炭化设备，属于农用机械设备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生物质秸秆资源十分丰富，农作物秸秆年产量达7～8亿吨，约占世界秸秆年

产量的19%，位居世界第一。然而，我国在秸秆资源的利用方式和利用效率上都十分落后低

效，其中15%的秸秆被用来直接还田造肥，24%的秸秆被用作饲料，仅2.3%的秸秆被用作工业

原料，而直接燃烧或废弃的量却超过了50%。在此情形下，秸秆资源化利用连续两年被写进

政府工作报告，从2016年“鼓励秸秆资源化利用”到2017年提出“加快秸秆资源化利用”，说

明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但是，生物质秸秆本身存在数量大、密度低、分散度高等

特点，所以必须对其进行一定的技术处理，以提高秸秆资源化利用的效率和效益。

[0003] 生物质热解炭化技术是秸秆资源化利用的重要途径之一，其产物生物炭具有良好

的结构特征和理化性质，在农业、能源、环保等领域都具有非常出色的应用价值，尤其可以

还田使用，起到固碳减排、修复土壤、缓释肥效的功能，实现“取之于田，用之于田”的良性循

环。不过，传统的生物质炭化设备，如土窑、砖窑、固定床炭化炉等，都因秸秆运输储存成本

过高而受到限制，而且炭化周期长，夹生现象比较严重；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移动式炭化

设备现有技术仍存在生产连续性差、过度依赖外部热源、副产物利用不当、存在二次污染等

问题，严重制约生物质热解炭化技术在农村的普及发展。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新型秸秆炭化设备，解决现的技术秸秆炭化生产连续性

差的技术缺陷。

[0005]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所采取的技术方案是：一种新型秸秆炭化设备，包括炭化

系统、燃烧系统和送风机；所述的炭化系统包括炭化炉、设置在炭化炉顶部用于放置秸秆方

块的进料室和设置在炭化炉底部用于将炭化炉内的秸秆方块推出炭化炉的出料器，所述的

进料室与炭化炉之间设置有进料闸门，打开进料闸门可将进料室内的秸秆方块输送至炭化

炉内；所述的燃烧系统包括燃烧室和高温风机，所述的燃烧室的顶部设置有与油箱连通的

燃烧器，所述的高温风机的进风口与燃烧室的下部连接，所述的高温风机的出风口与炭化

炉连通用于将燃烧室内的高温烟气送入炭化炉内，所述的送风机与燃烧室的上部连通用于

向燃烧室内充入空气。本申请在炭化炉顶部设置进料室，可持续向本申请中添加秸秆方块，

在炭化炉的底部设置出料器，可持续地将完成炭化处理的秸秆炭推出炭化炉，实现本申请

对秸秆持续进行炭化处理的目的，相较于现的技术，本申请提高了秸秆炭化的效率。

[0006]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还包括预热系统，所述的预热系统包括换热器，所述的

高温风机的出风口通过炭化传热烟气管道和预热助燃风烟气管道分别连通炭化炉和换热

器，所述的送风机与换热器连通，所述的换热器通过助燃风管道连通燃烧室。本申请设置预

热系统，可在空气进科燃烧系统前对空气进行预加热，便于燃烧系统内的燃烧，前且本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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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预热系统由燃烧系统提供能量，不用额外的增加能量来源，没有过多的增加本申请繁杂

程度。

[0007]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的换热器包括壳体，所述的壳体内设置有上隔板

和下隔板，所述的上隔板与下隔板由多根导热管连接，并且导热管的上端和下端分别与上

隔板上方和下隔板的下方相通，所述的预热助燃风烟气管道与壳体的顶端相通，所述的送

风机与壳体相通并且送风机与壳体连接的部位在上隔板和下隔板之间。本申请中由燃烧室

进入壳体内的高温烟气由壳体内自上面下流动，并且在壳体内与壳体内冷的空气能量交

换，实现对进入壳体内冷的空气升高温度。

[0008]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的炭化传热烟气管道上设置有多个与其相通的支

管，所述的支管与炭化炉相通。本申请通地多个支管向炭化炉内通入高温烟气，使得炭化炉

内的空气均匀，确保秸秆的炭化更均匀，避免夹生现象。

[0009]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还包括排烟系统，所述的排烟系统包括烟囱，所述的烟

囱通过排烟管道与换热器连通，所述的排烟管道上设置截止阀。本申请设置排烟系统，方便

将预热系统出口的低温烟气以及燃烧产生的颗粒排出，本申请中的烟囱高耸，避免排出的

燃烧颗粒以及粉尘对本申请的外表面造成污染。

[0010]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的炭化炉的上部通过可燃气管道与燃烧室连通。

本申请中的燃烧室与炭化炉连通，炭化炉内秸秆炭化分解产生的可燃气和焦油蒸气携带部

分炭颗粒进入燃烧室内，并在燃烧室内充分燃烧，此时可停止从油箱对燃烧器供油，节约燃

油。

[0011]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的出料器包括转动轴和驱动电机，所述的驱动电

机设置在炭化炉外，炭化炉的下部开有秸秆炭方块出口，所述的转动轴转动设置在炭化炉

内，转动轴的一端伸出炭化炉外与驱动电机的输出轴连接，转动轴的另一端伸出秸秆炭方

块出口内，所述的转动轴上设置有螺旋叶片。本申请中的驱动电机驱动；转动轴转动，转动

轴上的螺旋叶片将炭化后的秸秆炭从炭化炉的底部推出。

[0012]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还包括出料室，所述的出料室与秸秆炭方块出口连通，

所述的转动轴远离驱动电机的一端伸入到出料室内，出料室远离驱动电机的一侧开有出料

口。本申请设置出料室，在冷却过程中避免空气接触，保证较高的出炭质量。

[0013]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的炭化炉内的上部设置有用于测量炭化炉内热解

炭化工况的第一热电偶。本申请通过设置第一热电偶，检测炭化炉内的温度，从而控制炭化

炉内的温度，使其处于秸秆的炭化工况最好的范围内。

[0014] 作为本发明的更进一步改进，还包括移动设备，所述的炭化系统、燃烧系统和送风

机均设置在移动设备上。本申请位于移动设备上，可在农田内直接使用，无而运输秸秆，避

免秸秆的运输产生的成本，从而整体上降低秸秆炭化的成本，经济性好。

[0015] 综上所述，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采用本申请对秸秆炭化的连续性好、炭化效率

高，使用成本低，炭化效果好，并且本申请还具有结构简单、移动灵活、使用方便的优点。

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本发明的主视图。

[0017] 图2是本发明的俯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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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其中：1、进料室；2、进料闸门；3、第一热电偶；4、炭化炉；5、出料器；6、出料室；7、检

修孔；8、燃烧器；9、燃烧室；10、第二检修孔；11、排渣管；12、高温风机；13、送风机；14、截止

阀；15、换热器；16、烟囱；17、油箱；18、移动设备；19、可燃气管道；20、高温烟气管道；21、助

燃风管道；22、空气管道；23、排烟管道；24、预热助燃风烟气管道；25、炭化传热烟气管道。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下面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

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0] 实施例一：

[0021] 如图1-图2所述的新型秸秆炭化设备，包括炭化系统、燃烧系统、送风机13和移动

设备18。

[0022] 所述的炭化系统包括设置在移动设备18上的炭化炉4、设置在炭化炉4顶部用于放

置秸秆方块的进料室1和设置在炭化炉4底部用于将炭化炉4内的秸秆方块推出炭化炉4的

出料器5，所述的进料室1与炭化炉4之间设置有进料闸门2，打开进料闸门2可将进料室1内

的秸秆方块输送至炭化炉4内。

[0023] 本申请中的炭化炉4包括四块竖直设置的板状的炉壁，炉壁的底部固定在移动设

备18上，所述的四块炉壁首尾相接形成横截面这矩形的框架式结构，在所述的四个炉壁的

内表面设置有耐火混凝土浇注成的耐火层，在耐火层与炉壁之间设置有保温层，以减少炭

化炉4的热损失，所述的进料室包括个竖直设置的支撑板和水平设置的顶板，所述的四块支

撑板首尾相接形成矩形的框架结构，所述的顶板为矩形状，所述的顶板的四边分别与四块

支撑板的顶部边沿固定连接，所述的支撑板的底部分别与四块炉壁的顶部相接并固定，本

申请中所述的进料闸门2是可在炭化炉4顶部水平推拉的推拉板，在炭化炉4的上部开有水

平滑槽，所述的推拉板的两侧位于水平滑槽内并可在水平滑槽内滑动，通过推拉进料闸门

2，可实现炭化炉4与进料室1连通或者将两者隔开，当拉动进料闸门2使炭化炉4与进料室1

相通时，进料室1内的秸秆方块可掉落在炭化炉4内，将进料闸门2向内推动，炭化炉4与进料

室1被隔开，可向进料室1内放入秸秆方块，进料闸门2可起到支撑秸秆方块的作用，本申请

在其中一个支撑板上开有进料口，可从进料口将秸秆方块放入到进料室1内，以实现不间断

地进出料，保证生产的连续性。本申请中炭化炉4和进料室1的横截面均为矩形，契合农村秸

秆方块的打包方式。

[0024] 如图1所示，本申请中所述的出料器5包括转动轴和安装在移动设备18上的驱动电

机，所述的驱动电机设置在炭化炉4外侧部分的移动设备18上，炭化炉4的下部开有秸秆炭

方块出口，所述的转动轴通过安装在炉壁上的轴承（图中未示出）转动设置在炭化炉4内，转

动轴的一端伸出炭化炉4外与驱动电机的输出轴通过联轴器连接，转动轴的另一端伸出秸

秆炭方块出口内，所述的转动轴上设置有螺旋叶片，驱动电机工作，驱动转动轴旋转，转动

轴上的螺旋叶片将炭化后的秸秆推出。本申请在驱动电机所在一侧的炉壁上开有第一检修

孔7，并且在检修孔7处转动设置第一检修门，方便对炭化炉4内部进行维修，本申请中检修

门的安装系现有技术，本申请不予详述。

[0025] 如图1所示，本申请中所述的燃烧系统包括通过第一支撑架可拆卸的安装（如螺栓

安装等）在移动设备18上的燃烧室9和高温风机12，所述的燃烧室9为中空的壳体结构，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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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9的顶部设置有与油箱17连通的燃烧器8，所述的燃烧器8伸入燃烧室9内，所述的高温风

机12的进风口与燃烧室9的下部连通，所述的高温风机12的出风口与炭化炉4连通用于将燃

烧室9内的高温烟气送入炭化炉4内，所述的送风机13也与燃烧室9上的燃烧器8连通用于向

燃烧器8提供空气，本申请中的油箱17内盛放柴油，所述的柴油与空气由燃烧器8向燃烧室

内喷出混合使柴油在燃烧室8内燃烧产生高温烟气，本申请在燃烧室9上开有第二检修孔10

并配以可打开和关闭的第二检修门，以方便进入燃烧室9对其内部进行维修。本申请在燃烧

室9内设置有多个第二热电偶，第二热电偶用于检测燃烧室9内的温度，以将其温度控制在

600～800℃之间。本申请中燃烧室9的内壁面浇注有耐火层和保温层，其耐火层和保温层与

炭化炉的耐火层和保温层相同，且均系现有技术，本申请不予详述。

[0026] 本实施例中燃烧室9内产生的高温烟气进入炭化炉4内与炭化炉4内的秸秆方块接

触，秸秆受热后分解，分解后的秸秆由出料器5推出后直接撒向家田当中，以达到固碳减排、

修复土壤、缓释肥效的作用，多余的秸秆炭可作为秸秆炭产品以收取经济效益。

[0027] 实施例二：

[0028] 本实施例是在实施例一的基础上做的改进，与实施例一相比，本实施例还设置有

预热系统，所述的预热系统可拆卸的设置在移动设备上，本申请中所述的预热系统包括通

过第二支架可拆卸的安装（如采用螺栓安装）在移动设备18上的换热器15，所述的高温风机

12的进风口通过高温烟气管道20与燃烧室9的下部连通，所述的高温风机12的出风口通过

炭化传热烟气管道25和预热助燃风烟气管道24分别连通炭化炉4和换热器15，本申请中炭

化传热烟气管道25和预热助燃风烟气管道24通过三通与高温风机12的出风口连通，所述的

送风机13通过空气管道22与换热器15连通，所述的换热器15通过助燃风管道21连通燃烧室

9。

[0029] 本实施例中所述的换热器15包括壳体，所述的壳体内设置有上隔板和下隔板，所

述的上隔板和下隔板将壳体分成上腔室、中腔室和下腔室三个隔开的部分，所述的上隔板

与下隔板由多根导热性能较好的导热管固定连接，并且导热管的上端和下端分别与上隔板

上方的上腔室和下隔板的下方的下腔室相通，所述的预热助燃风烟气管道24与壳体的顶端

相通（即与上腔室相通），所述的送风机13与壳体相通并且送风机13与壳体连接的部位在上

隔板和下隔板之间（即与本申请中的中腔室相通），本申请中燃烧室9内由高温风机抽出的

高温烟气有一部分通过预热助燃风烟气管道24进入到换热器15的上腔室内，并由导热管进

入下腔室内，面送风机13将空气鼓入换热器15的中腔室内，并且与通过导热管内的高温烟

气完成热交换，本申请中助燃风管道21的两端分别与换热器15的中腔室的上端以及燃烧室

9顶部的燃烧器8连通，所述的空气管道22远离送风机13的一端与换热器15的中腔室的底部

相通，如此送风机13鼓入的空气由下向上输送，而高温烟气由上向下输送，两者换热时间

长，换热效果更佳，本申请中经过换热，经由换热器15送到燃烧室9内的空气温度达到200

℃。

[0030] 本实施例优选的在所述的炭化传热烟气管道25上设置有多个与其相通的支管，本

申请优选的支管的数量为三根，所述的支管远离炭化传热烟气管道25的一端与炭化炉4相

通，如此炭化炉4内的温度均匀，更加有利于秸秆方块的炭化。本实施例其余结构与实施例

一相同，具体可参考实施例一，本实施例不予赘述。

[0031] 实施例三：

说　明　书 4/6 页

6

CN 108977213 B

6



[0032] 如图2所示，本实施例是在实施例二的基础上做的进一步改进，与实施例二相比

较，本实施便还在移动设备上设置有排烟系统，所述的排烟系统包括烟囱16，所述的烟囱16

的底下部通过排烟管道23与换热器15的底部连通（即与本申请中的下腔室相通），所述的排

烟管道23上设置截止阀14，本申请通过关闭截止阀14，截止阀14用于调节排烟管道23的排

烟量和进入炭化炉4内的高温烟气量，上述排烟量和高温烟气的总和一定，截止阀14开的

大，排烟管道23的排烟量增加，高温循环烟气量必然减少，与高温风机配合使用，在炉内热

解开始时，可燃气气及焦油蒸气产量较低，此时燃烧产生的高温烟气量较低，此时截止阀就

需调小，减少排烟量，保证进入炭化炉的高温循环烟气量，当热解逐渐稳定，可燃气及焦油

蒸气产量逐渐增加，截止阀14需要由小慢慢开大，  否则高温循环烟气量过大，稀释可燃气

中的可燃组分，炭化炉内高温烟气流速过高也不利于炭化效果，本申请中的烟囱16可直接

焊接在移动设备18上，也可在烟囱16的底部设置连接法兰，通过螺栓将烟囱可拆卸的安装

在移动设备18上。本实施例其余的结构与实施例二相同，具体可参考实施例二，本实施例不

予赘述。

[0033] 实施例四：

[0034] 本实施例是在实施例三的基础上的改进，本实施例三相比，本实施例优选的将支

管与炭化炉4的下部相通，所述的炭化炉4的上部通过可燃气管道19与燃烧室9的上部连通，

并且在连通油箱18与8的管道上设置阀门，炭化炉4内秸秆炭化分解产生的可燃气和焦油蒸

气携带部分秸秆炭颗粒进入燃烧室9内，并在燃烧室9内充分燃烧，此时可关闭阀门，停止从

油箱17对燃烧器8供油，节约能源，本申请中的燃烧室9的底部设置有排渣管11，以方便燃烧

室9内燃烧后的废渣排出，所述的排渣管11上设置有阀门（图中未示出），本实施例其余的结

构与实施例三相同。

[0035] 实施例五：

[0036] 本实施例系在实施例一或实施例二或实施例三或实施例四的其础上的进一步改

进，本实施例设置有出料室6，所述的出料室6与秸秆炭方块出口连通，所述的转动轴远离驱

动电机的一端伸入到出料室6内，出料室6远离驱动电机的一侧开有出料口。本申请中的出

料器5将秸秆从炭化炉4内推出进入出料室4内并在出料室4内自然冷却至室温后取出，本申

请中出料室6由不锈钢板密板密焊制成，一方面不锈钢的导热性好，秸秆冷却速度快，另一

方面由于出料室4内空气含量较低，防止炭化后的秸秆在高温下与空气接触反应，影响出炭

质量。

[0037] 所述的炭化炉4内的上部设置有用于测量炭化炉4内热解炭化工况的第一热电偶

3，检测炭化炉4内的温度，以控制炭化炉4内的温度在400～600℃之间，此温度下秸秆的炭

化工况最好，本实施例中第一热电偶3的数量为两个，分别设置在炭化炉4的上部和下部。本

实施例其余的结构与实施例一或实施例二或实施例三或实施例四的结构相同。

[0038] 实施例六：

[0039] 本实施例是对实施例五的进一步改进，本实施例中所述的移动设备18是拖车，所

述的炭化系统、燃烧系统和送风机13均通过螺栓可拆卸地安装在拖车上，本申请中所述的

油箱17是拖车的油箱，本申请中的高温风机12和送风机13均由拖车上的发电机提供电能。

本实施例其余的结构与实施例五相同，具体参考实施例五。

[0040] 本发明具有如下的优点：1、进料室、炭化室契合农村秸秆方块打包方式，无需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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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处理措施，操作简便，可实现“就地炭化，就地还田”运行模式，节省秸秆的运输储存成本。

2、进料闸门与出料器5之间的配合操作，可实现不间断进出料，无需熄火停炉，保证生产的

连续性。3、燃烧室产生的高温烟气分为多路进入炭化室内，提高炭化室内速度场和温度场

的均匀性，保证秸秆炭化质量，避免夹生现象；除了高温烟气本身携带的热量为秸秆炭化供

热外，高温烟气中的氧气与秸秆原料反应也为炭化过程提供一部分热量，可通过调节高温

烟气进风量实现对炭化过程的控制，提高炭化品质。4、炭化室内产生的可燃气及焦油蒸气

进入燃烧室燃烧，一方面能直接解决焦油带来的二次污染问题；另一方面燃烧产生的高温

烟气一部分为炭化室提供热量，一部分进入换热器预热助燃风，提高燃烧室的燃烧效率，实

现能量的综合利用，提高炭化设备的热效率。5、整体设备移动性强，可根据不同地方秸秆处

理时间的差异性，灵活调用，增加设备的使用率。

[0041] 以上说明书中未做特别说明的部分均为现有技术，或者通过现有技术即可实现。

而且本发明中所述具体实施案例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案例而已，并非用来限定本发明的

实施范围。即凡依本发明申请专利范围的内容所作的等效变化与修饰，都应作为本发明的

技术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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