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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 分 报 警 装 置

我厂空分工段是由杭州制氧机厂成套提

供的
。

原设计中只有一个温度双位控制及几

个温度
、

压力
、

液面简单的检侧点
,

此外没

有考虑设备的安全保护措施
。

由于我厂的氧

压机是 间断工作的
,

所以低压氧气缓冲器即

橡胶气囊的压力波动较大
。

刚开车不久
,

因

操作不 当就发生了氧气储气囊爆破
,

险些引

起火灾造成重大事故 ; 此外又因空气压缩机

气缸夹套的冷却水中断发生多次气缸过热的

设备事故
。

这就给正常生产带 来 了 严 重 威

胁
。

为此
,

我们自行设计装置了一套简单的

报警装置

“深冷简报
” 7 3年第 4 期中介绍了一种

用测量储气囊充气膨大的位移
,

通过机械传

动来推动限位开关
,

从而发出气 满 信 号 的
“
储气囊报警器

” 。

特点是原理较简单
.

缺

点是间接测量来防止爆破
。

由于储气囊是 吊

于空间处于浮动状态 的
,

这样给正确安装机

械传动装置的位置及 准确地测出气囊气满时

的位移带来了困难
。

此装置可靠性较差
,

报

警器动作的误差也较大
。

我们用直接测量储气囊内的充气压力
,

通过继电报警线路对其实现超压报警
。

只要

合理地选取气囊报井压力值
,

就能有效地进

行报警
、

予防爆破
。

我们选用薄膜降压信号

器作发讯装置
,

并根据工艺要求定于压力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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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装置 安 装

很简单
,

利用储气囊另一端开口绑一橡胶塞

子
,

在橡胶塞上插入紫铜管作取庄点
,

然后

用尼龙软管与薄膜降压信号器相连接
。

实际

证明
,

此装置动作灵敏且准确
、

可靠
。

此外
,

为防止空压机气缸过热而烧毁
,

我们把冷却水进口的压力表改成电接点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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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警线路图

K 电源开关
R D 焙断器
X : M JYQ一3 0 0 李 15 0扭m H : O 发讯 0 :

X ZM JYQ一 3的 蒸1别m m H Z O发讯 N Z

X 3 YX 一 15 。 ‘ IK g / C m Z发讯
A N I 一 且 试灯按钮
H D 氧气囊压力高红灯亮
U D 氮气囊压力高绿 灯亮
B D 冷却水压力低白灯亮
A N i 一 2 试铃按钮
D L 电铃
A N Z 消铃按钮



化工自动化及仪表

表
,

当水压低于 1 K z// C 。 “时发出讯号进行

报警
。

报警线路如图所示
。

本继电报警线路的

动作过程及各元件的工作状况如表 1 所示
。

(此表以氧气囊报警作示例 )

该装置安装于一个密闭的继电器箱内
,

音响电铃应采用无火花冲击式
。

继电报警线

路用仪表
、

设备见表 2
。

本装置自安装以来
,

在现场运行 已有两

年多了
,

实践证明能准确可靠地发出报警信

号
,

有效地防止了事故的发生
。

动作过程各元件工作状况表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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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替 系 统 用 仪 表
、

设 备 表 表 2

序号 位 号 ⋯ 名 称 1 型 号
、

规 格 {数量 ( 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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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省沧州化肥厂仪表车 间 李万森 )

一 种 快 速 工 业 气 相 色 谱

据 《 横河技极 》报导
,

日本有人以部分

改变普通工业色谱为方向
,

研制出一种快速

工业气相色谱
,

其一号样机已用于高炉炉顶

气分析
,

分析周期可由原来 5 ~ 6 分钟缩短

到 1 分钟
。

为了实现快速化
,

需要注意如下事项
:

( 1 ) 提高色谱柱的分离效率
,

缩短分

离时间;

( 2 ) 尽量减小载气气体流路 的容积
,

使被分离的气体几乎不再混合 ;

( 3 ) 用检测器敏锐处理被 测 出 的 信

号
,

业记录下来 ,

( 4 ) 提高仪器的耐久性和可靠性
。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
,

采取的主要措施归

纳如下
:

1
.

使色谱柱变细 (内径 为 1 m m ) ; 减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