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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天然气地面工程》全面论述了天然气工程的基本原理、工艺过程和设计计算，内容包括从井口
开采到用户的全部过程。
内容丰富，密切联系实际。
可供从事天然气生产和管理、处理和加工、集输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大专院校有关专业师生阅读和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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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7.5.2.3驱动机的类型与选用 用来带动压缩机驱动机的有蒸汽轮机、柴油机、燃气轮
机、电动机和燃气发动机等几种，蒸汽轮机一般是在有蒸汽的工厂中使用，柴油机主要在小型的移动
式压缩机上使用。
 （1）电动机。
 在燃气发动机和燃气轮机被广泛应用之前，使用电动机较多，电动机既可驱动往复式压缩机，也可驱
动离心式压缩机，在容易获得电源，且电价便宜的地方目前仍有使用。
它的优点明显，如：结构紧凑，投资省（总投资只相当于装备燃气轮机压缩站的1／2～2／3），可以
选到任意大小的电动机，操作简单，运转平稳，寿命长（可达150000h），安装维修费用低，工作可靠
性高。
不足是调速困难，同步电机本身不能变速，要通过一套变速装置来实现增速或减速，变速装置要适应
压缩机的负荷变化，进行无级变速则相当困难。
另外，油气田往往远离国家电网，敷设供电线路的投资相当高，而且要求双回路供电，因此用电动机
驱动只有在邻近电源，电价又较便宜的情况下才能考虑。
 （2）燃气发动机。
 燃气发动机的基本原理与汽油机相同，只是燃料改成天然气而已，其优点是热效率高（约35％～37％
），燃料气消耗低（0.25～0.3m3／kW·h），可直接和往复式压缩机连接而不需变速，调节方便。
缺点是机器笨重，结构复杂，安装和维修费用高，辅助设备繁杂，运行振动大，噪音大，单机功能比
燃气轮机小，不好与离心式压缩机原配，因此只宜在压缩比要求高时用来驱动往复式压缩机。
 （3）燃气轮机。
 燃气轮机是由蒸汽轮机演变过来的，它们的作用原理都是把气体的内能转化成机械能，只不过蒸汽轮
机的工质——蒸汽由外界供给，而燃气轮机的工质——燃烧后的气体是由燃气轮机本身的燃烧室所产
生。
燃气轮机能把气体内能直接转化成使机器旋转的机械能，所以具有比其他类型的热机更简单的结构，
更小的重量和体积。
另外，气温较低时功率反而增大，这正和用气需求的季节变化相适应，由于不需要冷却机组本身，只
需少量冷却水冷却润滑油，适合缺少水源的地区使用；燃气轮机转速高，可和离心式压缩机直接连接
，辅助设备较燃气发动机少，且易于实现自动控制，其缺点是热效率低，没有废热的小型机一般在26
％以下，有废热利用的可达26％～30％。
 燃气轮机的主要组成部分有：空气滤清器、空气压缩机、燃烧室、高压涡轮和低压涡轮。
高压涡轮带动轴流式空压机，低压涡轮带动离心式压缩机。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天然气地面工程>>

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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