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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5_AE_89_c62_549949.htm （一）非均相分离 化工生产中

的原料、半成品、排放的废物等大多为混合物，为了进行加

工。得到纯度较高的产品以及环保的需要等，常常要对混合

物进行分离。混合物可分为均相（混合）物系和非均相（混

合）物系。非均相物系中，有一相处于分散状态，称为分散

相，如雾中的小水滴、烟尘中的尘粒、悬浮液中的固体颗粒

、乳浊液中分散成小液滴的液相；另一相处于连续状态，称

为连续相（或分散介质），如雾和烟尘中的气相、悬浮液中

的液相、乳浊液中处于连续状态的液相。从有毒有害物质处

理的角度，非均相分离过程就是这些物质的净化过程、吸收

过程或浓缩分离过程。工业生产中多采用机械方法对两相进

行分离，常见的有沉降分离、过滤分离、静电分离和湿洗分

离等，此外，还有音波除尘和热除尘等方法。 过滤过程安全

措施： 1.若加压过滤时能散发易燃、易爆、有害气体，则应

采用密闭过滤机。并应用压缩空气或惰性气体保持压力：取

滤渣时，应先释放压力。 2.在存在火灾、爆炸危险的工艺中

，不宜采用离心过滤机，宜采用转鼓式或带式等真空过滤机

。如必须采用离心过滤机时，应严格控制电机安装质量，安

装限速装置。注意不要选择临界速度操作。 3.离心过滤机应

注意选材和焊接质量，转鼓、外壳、盖子及底座等应用韧性

金属制造。 （二）加热及传热 传热在化工生产过程中的应用

主要有创造并维持化学反应需要的温度条件、创造并维持单

元操作过程需要的温度条件、热能综合和回收、隔热与限热



。 热量传递有热传导、热对流和热辐射三种基本方式。实际

上，传热过程往往不是以某种传热方式单独出现，而是以两

种或三种传热方式的组合。化工生产中的换热通常在两流体

之间进行，换热的目的是将工艺流体加热（汽化），或是将

工艺流体冷却（冷凝） 加热过程安全分析： 加热过程危险性

较大。装置加热方法一般为蒸汽或热水加热、载热体加热以

及电加热等。 1.采用水蒸气或热水加热时，应定期检查蒸汽

夹套和管道的耐压强度，并应装设压力计和安全阀。与水会

发生反应的物料，不宜采用水蒸气或热水加热。 2.采用充油

夹套加热时，需将加热炉门与反应设备用砖墙隔绝，或将加

热炉设于车间外面。油循环系统应严格密闭，不准热油泄漏

。 3.为了提高电感加热设备的安全可靠程度，可采用较大截

面的导线，以防过负荷；采用防潮、防腐蚀、耐高温的绝缘

，增加绝缘层厚度。添加绝缘保护层等措施。电感应线圈应

密封起来，防止与可燃物接触。 4.电加热器的电炉丝与被加

热设备的器壁之间应有良好的绝缘，以防短路引起电火花，

将器壁击穿，使设备内的易燃物质或漏出的气体和蒸气发生

燃烧或爆炸。在加热或烘干易燃物质，以及受热能挥发可燃

气体或蒸气的物质，应采用封闭式电加热器。电加热器不能

安放在易燃物质附近。导线的负荷能力应能满足加热器的要

求，应采用插头向插座上连接方式，工业上用的电加热器，

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设置单独的电路，并要安装适合的熔断器

。 5.在采用直接用火加热工艺过程时，加热炉门与加热设备

间应用砖墙完全隔离，不使厂房内存在明火。加热锅内残渣

应经常清除以免局部过热引起锅底破裂。以煤粉为燃料时，

料斗应保持一定存量，不许倒空，避免空气进入，防止煤粉



爆炸；制粉系统应安装爆破片。以气体、液体为燃料时，点

火前应吹扫炉膛，排除积存的爆炸性混合气体，防止点火时

发生爆炸。当加热温度接近或超过物料的自燃点时，应采用

惰性气体保护。 （三）蒸馏及精馏 化工生产中常常要将混合

物进行分离，以实现产品的提纯和回收或原料的精制。对于

均相液体混合物，最常用的分离方法是蒸馏。要实现混合液

的高纯度分离，需采用精馏操作。 蒸馏过程危险性分析： 在

常压蒸馏中应注意易燃液体的蒸馏热源不能采用明火，而采

用水蒸气或过热水蒸气加热较安全。蒸馏腐蚀性液体，应防

止塔壁、塔盘腐蚀，造成易燃液体或蒸气逸出，遇明火或灼

热的炉壁而产生燃烧。蒸馏自燃点很低的液体，应注意蒸馏

系统的密闭，防止因高温泄漏遇空气自燃。对于高温的蒸馏

系统，应防止冷却水突然漏入塔内，这将会使水迅速汽化，

塔内压力突然增高而将物料冲出或发生爆炸。启动前应将塔

内和蒸汽管道内的冷凝水放空，然后使用。在常压蒸馏过程

中，还应注意防止管道、阀门被凝固点较高的物质凝结堵塞

，导致塔内压力升高而引起爆炸。在用直接火加热燕馏高沸

点物料时（如苯二甲酸酐），应防止产生自燃点很低的树脂

油状物遇空气而自燃。同时，应防止蒸干，使残渣焦化结垢

，引起局部过热而着火爆炸。油焦和残渣应经常清除。冷凝

系统的冷却水或冷冻盐水不能中断，否则未冷凝的易燃蒸气

逸出使局部吸收系统温度增高，或窜出遇明火而引燃。 真空

蒸馏（减压蒸馏）是一种比较安全的蒸馏方法。对于沸点较

高、在高温下蒸馏时能引起分解、爆炸和聚合的物质，采用

真空蒸馏较为合适。如硝基甲苯在高温下分解爆炸、苯乙烯

在高温下易聚合，类似这类物质的蒸馏必须采用真空蒸馏的



方法以降低流体的沸点。借以降低蒸馏的温度，确保其安全

。 （四）气体吸收与解吸 气体吸收按溶质与溶剂是否发生显

著的化学反应可分为物理吸收和化学吸收；按被吸收组分的

不同，可分为单组分吸收和多组分吸收；按吸收体系（主要

是液相）的温度是否显著变化，可分为等温吸收和非等温吸

收。在选择吸收剂时，应注意溶解度、选择性、挥发度、黏

度。工业生产中使用的吸收塔的主要类型有板式塔、填料塔

、湍球塔、喷洒塔和喷射式吸收器等。 解吸又称脱吸，是脱

除吸收剂中已被吸收的溶质，而使溶质从液相逸出到气相的

过程。在生产中解吸过程用来获得所需较纯的气体溶质，使

溶剂得以再生，返回吸收塔循环使用。工业上常采用的解吸

方法有加热解吸、减压解吸、在惰性气体中解吸、精馏方法

。 （五）干燥 干燥按其热量供给湿物料的方式，可分为传导

干燥、对流干燥、辐射干燥和介电加热干燥。干燥按操作压

强可分为常压干燥和减压干燥；按操作方式可分为间歇式干

燥与连续式干燥。常用的干燥设备有厢式干燥器，转筒干燥

器、气流干燥器、沸腾床干燥器、喷雾干燥器。为防止火灾

、爆炸、中毒事故的发生，干燥过程要采取以下安全措施：

1.当干燥物料中含有自燃点很低或含有其他有害杂质时必须

在烘干前彻底清除掉，干燥室内也不得放置容易自燃的物质

。 2.干燥室与生产车间应用防火墙隔绝，并安装良好的通风

设备，电气设备应防爆或将开关安装在室外。在干燥室或干

燥箱内操作时，应防止可燃的干燥物直接接触热源，以免引

起燃烧。 3.干燥易燃易爆物质，应采用蒸汽加热的真空干燥

箱，当烘干结束后，去除真空时，一定要等到温度降低后才

能放进空气；对易燃易爆物质采用流速较大的热空气干燥时



，排气用的设备和电动机应采用防爆的；在用电烘箱烘烤能

够蒸发易燃蒸气的物质时，电炉丝应完全封闭，箱上应加防

爆门；利用烟道气直接加热可燃物时，在滚筒或干燥器上应

安装防爆片，以防烟道气混入一氧化碳而引起爆炸。 4.间歇

式干燥，物料大部分靠人力输送，热源采用热空气自然循环

或鼓风机强制循环，温度较难控制，易造成局部过热，引起

物料分解造成火灾或爆炸。因此，在干燥过程中，应严格控

制温度。 5.在采用洞道式、滚筒式干燥器干燥时，主要是防

止机械伤害。在气流于燥，喷雾干燥、沸腾床干燥以及滚筒

式干燥中，多以烟道气、热空气为干燥热源。 6.干燥过程中

所产生的易燃气体和粉尘同空气混合易达到爆炸极限。在气

流干燥中，物料由于迅速运动相互激烈碰撞、摩擦易产生静

电；滚筒干燥过程中，刮刀有时和滚筒壁摩擦产生火花，因

此，应该严格控制干燥气流风速，并将设备接地；对于滚筒

干燥，应适当调整刮刀与筒壁间隙，并将刮刀牢牢固定，或

采用有色金属材料制造刮刀，以防产生火花。用烟道气加热

的滚筒式干燥器，应注意加热均匀，不可断料，滚筒不可中

途停止运转。斗口有断料或停转应切断烟道气并通氮。干燥

设备上应安装爆破片。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