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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混合床变压吸 附制取高纯氮作为低压 聚乙烯分子量调 节剂
,

该装笠与电解

制氛法比起来具有投资省
、

耗 电低
、

产品 纯度高
、

成本低等优点
。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
,

我国聚 乙烯的生产量 日益增长
,

我厂在建设小石油化工过程中也

建成了一座年产 4 0 0 0吨聚乙烯生产装置
。

为了更好地控制聚乙烯树脂的使用性能
,

在聚 乙烯

生产过程 中根据用户提出的不同要求
,

利用高纯氢调节分子量的大小
。

纯氢的来源
,

传统方

法是采用 电解水而获得
。

这种方法
,

投资大
、

电耗高
、

成本亦较高
,

况且氢气的纯 度 也 较

差
,

通常含氧 l o o p p m 左右
,

含水几千PP m
,

要达到聚合乙烯工艺的要求
,

还必须进行净化处

理
。

为此
,

有些厂采用甲烷氢混合气
,

以镍铬铝触媒脱除其中的氧和其它杂质
,

供 聚 合使

用
,

这种方法与电解制氢相比
,

产品价格较便宜
,

但基建投资仍很多
,

加上甲 烷 带 入 聚合

釜
,

影响了乙烯分压
,

故须经常放空
,

无疑将会带走部分乙烯
,

使聚乙烯单耗上升
。

因此尽

快地开发一种制高纯氢的新工艺
,

对砖聚乙烯的生产具有重要意义
。

根据我厂实际情况
,

建立了 1 4 米 3 /小时的变压吸附制氢装置
,

这种装置
,

利用吸附剂的

吸附能力
,

将含氢50 % 以上的原料气中的杂质去除
,

使产 品氢气中的杂质含量下降到 1 ~ 1 00

PP m
,

纯度达到 9 9
.

9 % 以上
,

该装置具有投资省
、

成本低
、

操作简便
、

开车停车方便等优点
。

从国外所发表的一些专利来看
,

欧美一些国家早在六十年代就己将变压吸附技术应用于

制氢工业
,

七十年代英国承包公司汉弗莱
-

一格拉斯哥公司 (H
u m ph r e y an d Gl

a s
go w Lt d)

首次宣布了该公司开发的变压吸附生产合成氨原料气的新工艺
,

使变压吸附制纯氢的工艺得

到了新的发展
。

国内对变压吸附工艺亦在开展
,

然而用放工业生产尚未看到报道
。

我厂建立的这套变压吸附制氢装置
,

从简化工艺流程
,

简化操作着手
,

选择 了 比较 先

进的加压吸附
,

常压解吸的变压四塔流程
,

以含有N
:

、

N H
3

、

C O
、

C O
Z

及水等杂质的富氢气体

(含有氢50 %左右)为原料气制取纯氢
,

经初步试验表明
,

该装置有其独到之处
,

在优惠的工

艺条件下
,

技术指标先进
,

装置产量超过原设计能力
,

产 品气纯度达到了乙烯聚合的要求
。

一
、

变压吸附原理及过程

从含氢原料气中分离氮及杂质N H 3
、

C O
、

C O Z
等的基本原理是基于吸附剂对N

Z
、

N H :
、

C O
、

CO Z
的选择吸附

,

达到分离的目的
,

现 以床 A 为例说明其所经八个步骤的作用
。

一
、

二两步的吸附阶段
,

在一定压力下
,

原料气从塔底连续通入
,

产品气从塔顶不断地

排出
,

此时吸附前沿 向出口移动
; 三

、

为均压
,

床A 和床 B 之间进行均压
,

此时床A 的吸附

二
参加本项工作的还有汪正

、

王均和
、

景 昌瑞
、

徐顺庆
、

赵才兴等同志
.



前沿继续向出口移动
;

四
、

为顺降
,

床A 进行减压
,

至吸附前沿到达床层出口边缘时终止
,

所放出的气体
,

作为床C 的冲洗气
; 五

、

为逆降
,

床A 进行反流向减压
,

降压接近大气压力
,

从床进 口端排除一部分氮及杂质 (C O
Z

、

CO
、

N H 3
等)

;

六
、

为冲洗
,

床 A 利用床D 顺 降

所释放 出来的氢气进行逆向冲洗
,

以吹去被吸附的氮和其它杂质
,

床A 的吸附前沿向进 口移

动
; 一

匕
、

为均充
,

利用床 B 的氢气
,

使床A 充压
; 八

、

为升压
,

床A 用产品氢气加压
,

控制

氮的吸附前沿
,

使吸附前沿和床出口 间
,

保留一段新鲜的吸附剂
,

以便在均压和顺降减压后
,

吸附前沿达到床的出 口端
,

但仍未突破
口

通过上述八个步骤
,

在获得高浓度氢的同时
,

可保证得到较高的氢的回收率
。

二
、

流 程 及

1
、

工艺流程 (附图 )

原料气经稳压阀送入吸附塔
,

吸附塔的制

氢过程
;

以A 塔为例说明如下
:

原料气经 阀A , ,

从A 塔 底部 进入
,

A 塔

进入吸附阶段
,

在此阶段得到产品氢
,

经A ‘
阀

送入氢气缓冲罐
,

吸附阶段结束
,

关闭阀八
1 ,

A ‘
转入 A B 两塔均压

,

均压分两步进 行
,

先打

开A
: , ,

再打开A : : ,

其目的是使均压速度比较

平稳
,

均压结束
,

关闭阀A
: , 、

A
: 2 ,

打开阀A : ,

进入顺降阶段
,

顺降气供 C 塔冲洗
,

当压力降

至一定值后关闭阀A : ,

打开阀A Z ,

放出含杂质

气体
,

此为逆降阶段
。

逆降结束后
,

由D 塔来

的顺降气经阀D
S

对 A 塔进行反冲洗
,

这一阶段

中进一步脱除吸附:杂质
,

达到床 层干净 的目

的
。

冲洗结束后
,

关闭D S ,

A :
阀

,

打开阀A
: , 、

A
: 2 ,

进入均充阶段
,

使 A 塔升压至规定压力
,

装 置

而鲜气

变压吸附制氮流程 图

关闭A
, , ,

八
7 2

打开A 3
阀

,

使 缓冲击的 氢气通过阀A 3
对 A 塔加压 到吸附压力

,

此为加压阶

段
,

则 A 塔完成了一个循环
.

2
、

主要设备

装置所采用的吸附塔为圆形筒体
,

塔径小1 5 9塔高为 2 米
,

吸附剂装填容积为空塔容积的

90 肠
,

阀门为 自制气动阀
。

采用
“

气动程序控制器
“

来实现全部阀门的自动切换
。

三
、

结 果 与 讨 论

本装置投产以来
,

运转正常
,

所制产品氢气其纯度达到聚乙烯生产的要求
,

C O 和 CO Z

的总量小于 lo p p m
,

水的含量 低于规定的要求
。

1
.

四塔联合床变压制氢的流程是可行的
,

本装置通过运转表明变压吸附制氢流程投资

省
,

成本低
。

14 标米
“/小时氢气装置投资小于 1 万元

,

而建立同等规模的电解制氢装置则需 1 3

万元
,

就投资一项
,

即可节约十几万元
。

从氢气的成本费来看
,

电解氢每米
3 0

.

72 元
,

变压制氢

只有0
.

2 5元
,

按年产4 0 0。吨聚乙烯所需氢气量计算
,

每年可节约 2 万多元
,

且大大节约用 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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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美国材料试验协会标准 (A S T M )

美国材料试验协会于 1 8 9 8年创立
,

该协会的任务是制订各种工业材料标准
、

技术条件和

检验方法
。

1 9 6 4年该会就拥有标准 3 2 0 0多个
。

该会技术力量雄 厚
,

A S T M在国际上 享有很

高的声誉
,

许多国家参考其标准作为评价产品质量的准绳
。

我 国目前普遍应用的为A S T M 1 9 7 6年版本
,

计 4 8册
,

科技文 献出版社编译出 版了与之

配套的
“

(A S T M ) 标准 目录 1 9 7 6
” 。

七
、

各 国 标 准 对 照 手 册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根据日本海外规格研究所出版的
“

世界标准最新快速相互检索表
“

组织翻译出版了 《各国标准对照手册》
,

手册计分六卷
。

第一卷 化学标准 1 9 7 9年 4 月出版

第二卷 电气
、

电子标准 1 98 0年 7 月出版

第三卷 机械标准 1 9 8 0年 7 月出版

第四卷 材料标准 1 9 7 9年 8 月出版

第五卷 安全标准 即将出版

第六卷 钢铁标准 1 9 7 6年出版

此手册对于我们了解和检索世界各国标准甚为方便
。

第一卷化学标准分九类
。

第一类无

机工业药品
:

第二类有机工业药品
;

第三类塑料
、

橡胶
、

其它高分子材料
;

第四类粘接剂
、

涂料
;

第五类染料
、

‘

颜料
;

第六类油
、

油脂及有关制品
;

第七类特 殊用 途商 品
:

第八 类分

析
;
第九类杂项

口

八
、

结 语

根据以上各节介绍
,

可 以看出
,

要做好标准化情报工作
,

必须重视国内外各种标准目录

(包括检索工具)
。

可 以认为
,

用好标准 目录是做好标准化情报工作的关键
。

从事标准化工作者有必要参阅下列几种刊物
。

( 1 ) 《技术标准通报》双月刊 登载新发布的国家标准和部标准
;

( 2 ) 《标准化通讯》 双月刊

(3 ) 《国外标准资料报道》月刊 报道国外颁布的新标准
,

国外标准的译文题录
。

(4 ) 《国外标准化动态》 月刊

关于技术标准的管理
,

一般 应将 标准与图书 分开
,

并把目录集中在一起
,

便于 检索
。

至于编目立卡 (有代号
、

名称
、

分类几种形式) 和排架
、

可根据单位情况 和需 要而 定
。

总

之
,

应 以管理科学化和使用方便为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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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装置适用范围广
,

对于含氢> 4 0 % 以上的富氢气
,

都能进行精

制
,

如甲烷氢混合气
,

合成氨弛放气
,

苯乙烯脱氢尾气等
。

3
.

纯度高
,

严格按照最佳工艺条件操作时
,

杂质含量可小 于 IOp p m
,

氢气 纯 度 可达

99
.

99 9肠
,

这对于需要高纯度氢的单位来说
,

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

4
.

本装置选用的自制气动阀制造方便
,

自制的程序控制器运转正常
,

能适应生产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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