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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天然气工业的蓬勃发展, /西气东输0

等大型天然气输配工程以及一批 LNG装置的纷纷

启动, 我国液化天然气工业必然会进入一个迅猛发

展的时期, 将会从理论性和适用性角度提出更高、

更深层次的要求。

从降低液化流程功耗的目的出发, 对调峰型天

然气液化流程进行优化和 分析, 提出评价液化流

程的综合性经济指标, 进而在收集具体的 LNG装置

投资费用与运行费用的基础上, 对天然气液化流程

进行热经济学优化。将优化的热力学目标与经济目

标有机地结合起来, 对不同的工艺过程进行比较,

达到液化流程运行能耗和投资费用最少的效果。

另外, 我国的天然气蕴含量丰富, 但集中分布

于中部地区 ( 3115%)、西部地区 ( 28143%) 和海

域 ( 21%) 等边远地区, 天然气气质条件亦各不相

同。如何具体地针对天然气的气质条件、储量及气

田位置, 开发不同类型的灵活机动、高效、运行可

靠的液化流程, 有效利用这一宝贵的能源, 具有较

强的现实意义。

x x x

天然气分离与液化技术研讨会报道

  2000 年 11月 7~ 9 日, 中国制冷学会第二专业委员会

和四川制冷学会第二专业委员会在成都市联合召开了 / 天
然气分离与液化技术研讨会0。会议由中国制冷学会第二专
业委员会主任赵玉侠主持并致开幕词, 四川制冷学会秘书

长朱正钧出席会议并作了发言, 四川空分集团公司总工程

师易希朗致欢迎词。

参加天然气分离与液化技术研讨会的代表来自全国有

关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制造单位和使用单位共 14 个单位

32 位代表。会议交流论文 15 篇, 会议气氛热烈、真挚, 与

会代表经广泛交流, 认真探讨, 评选出优秀论文 4篇。

会议期间, 与会代表参观了四川空分设备 (集团) 有

限责任公司。

与会代表认为, 目前正值我国/ 两纵两横0、/西气东输0
的天然气输送大工程将要全面铺开之际, 为我国提供了发

展天然气工业的大好时机。我国经过二十来年的努力, 已

经在天然气分离与液化流程及单机的设计、制造等方面取

得了重大突破, 为发展我国的天然气事业奠定了良好的基

础。通过交流, 与会代表认为, 在我国国民经济迅速发展

的今天, 天然气工业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天然气液化和

分离装置的流程设计及单机设计、制造等各方面都将有快

速的发展。本次会议的召开适应了天然气工业大发展的趋

势, 必将对我国的天然气事业产生积极的影响。会议认为:

1. 面临我国即将加入WTO, 适应现代化发展大趋势,

我们行业应利用网络, 加强院校、科研、生产、使用部门

的信息交流, 并推动 / 产学研0 的进一步合作。
2. 为配合天然气开发, 应进一步做好工作以适应天然

气液化与分离工程对技术和产品开发的要求, 与我国天然

气总公司及各油田部门多作交流, 听取他们的意见和要求,

今后会议要多邀请使用部门的代表参加。

3. 尽快将本次会议的部分论文送到有关油田网站上发

表, 以扩大宣传与影响。

4. 感谢 15 篇论文作者对大会的支持, 特别感谢上海

交通大学、四川空分设备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他们为

会议提供了较多的论文, 及川空对会议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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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低温与特气6 于 1983年创刊, 是国内外公开发行的

刊物, 刊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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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特种气体信息站编辑出版。本刊已于 1996 年首批编入

5中国学术期刊 (光盘版)6 (理工 B 辑) , 并在中国期刊网

上发行电子版杂志。自 2000 年开始改为大 16 开、双月刊,

每期定价 7元, 全年共 4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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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性内容为主, 面向实际, 并有部分理论探讨内容。

在广大读者、作者朋友及编审人员的共同努力下,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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