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排出的氦中氖的含量确定
。

按此流程工作的装置可使氖一氦混合物连续地分馏
,

其输入的功率也是较小的
。

待处理

的混合物量和所获得的液氖量
,

按气体制冷器的冷却性能可自动调节
,

至于被分离的氖一氦

混合物的浓度
,

含氖10 呱以上就可 以
。

(原载 《林德科学技术报告 》1 9 6 9年 第26 期 杭氧所情报组乳译 )

K T 一 3 6 0 oA p 空分装置中上塔氢分布的研究

随着氢气需要量的增加
,

目前已在带蓄冷器的 K工3 60 OA p 大型空分 装置 (相当于我国

的3 3 5 0米
3
/ 时空分装置

—
编者 )上制取氨气

。

在这类装置上氛的提取率为 0
.

4、 0
.

6 〔’〕
,

这在很大程度
_

L与上精馏塔组份分布及氢馏份抽取部位有关
。

对小型空分装置氧
、

氢和氮在

上塔各块塔板上蒸汽中的分布特性的试验研究在文献〔2 ·心〕
中已有刊载

。

对 K叭 3 60OA p 型空分装置上塔氧
、

氨和氮分布的试验研究如下
,

装置的主要数据为:

装 置 正 常 工 况 数 据

产量 (米 3 / 时 )

工艺氧

工业氧

粗 氖

纯度

冷凝器的氧

% 0 2

9 9
。

7

4 0
.

2

0
.

7

9 0
.

斗

6
。

3

%N Z

9 1
。

6

5 8
.

5

9 8
.

8

0
。

1

2
.

1

Ar.3

⋯3

600250115%
0109

空氮份氢

馏

液液显粗

压力 ( 表压 )

八J目3

:
‘J0nUO
q八」

nU09
门J浦1

塔塔下上

温度 (
“

K )

空气进蓄冷器前

空气出蓄冷器后

氮气进蓄冷器前

试验是在稳定工 况 下 进 行

的
,

测定了精馏产品及中间塔板

上蒸汽的组成
、

塔的 压 力 和 阻

力
、

各物流的温度及 其 它 工 艺

参数
。

蒸汽样是用取样器(图 1 )

取出的
。

这种取样器的结构使液

体不会进入蒸汽混合物
。

取样器

在塔上的安装部位是使塔板的竖

洲洲 {{{
___ _ _ _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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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档板与取样器中心线沿液体流动方向成75
“ 。

取样器 沿塔
高的布置方式 (见图 2 )可得到有关氢馏份抽取区及上塔精

馏段组份分布的足够数据
。

取出蒸汽的组份用 X于4 M 色谱分析仪分析确 定
。

其 载

气为 A 级纯氨
; 吸附 剂 为 S A 分子筛

,

粒度为 0 2、 0
,

5 毫

米 ; 吸附柱长1
.

2米
,

载气流量为 2
.

8 毫升 /秒
; 气样体积为

0
.

5 毫升
。

色谱分析仪所测定的数据
,

定期用奥勒斯
—

菲舍尔气

体分析仪
、

盖皮尔气体分析仪
、

气体天平
,

以及通入标准检

查气样进行校验
。

分馏塔工况的稳定性用自动气体分析仪检

查
,

用 TK r 一4 分析氨馏份及粗氨中的含氢 量
,

用 Mr K一2 分

析粗氨及氮气中的含氧量
,

用 及r T 一3 55 分析液氮中的含氧量
,

用 M仆 5 1 3 0 分析液空及产品氧气经蓄冷器前的含氧量
。

试验时从每块塔板抽出的气样不少于 3 、 5 次
,

并取其

平均值
。

对于大型工业装置
,

即使是在稳定工况下运转
,

其

主要参数亦可能有些变化
,

故作三轮测定
。

沿塔 高 蒸 汽 中

氧
、

氢和氮组份的试验数据列于下表
。

图 2 取样器在上塔的分布
(数字表示塔板编号)

塔 板 序 号
浓 度 %

0 2

1 A r

{ N Z

上 塔 各 塔 板 上 蒸 汽 的 组 成

} 浓 度 % 1 ! 浓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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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数据的偏差不大
,

这说明了所使用

的取样方法和分析方法是 足 够 准 确的
。

为

便于比较
,

在图 3 中示出了用氧一氨一氮三

元混合物精馏过程计算 方 法 〔4 ” 5 〕 获 得 的

K TI-- 3 60 0A p 空分装置上 塔组份的分布
,

以

及以前发表的上塔提馏段试验 数 据〔“〕
。

所

得数据分析表明
,

在所试验的装置上
,

为了

提高氛的提取率
,

最好在第 1 8
、

19 块塔板上

抽取氢馏份
,

该处馏份中的含氮量不超过允

许值 0
.

3” 0
.

4 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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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在上塔各塔板上组份的

分布(数字表示塔板数 )

一一按文献 〔呼
、

5 〕计算数据
一 一 - 一 文献 〔6 〕的数据

本试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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