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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石油和化工工程设计工作手册9:炼油化工工程通用设计(上)》为炼油、化工及配套公用工程部分。
《石油和化工工程设计工作手册9:炼油化工工程通用设计(上)》编排系统完整，内容翔实丰富，理论
联系实际，全面介绍了石油和化工工程项目管理基本职责、程序和方法，各专业的设计程序、方法、
技术数据、资料和相关图表，是国内第一部涵盖石油天然气上、中、下游工程建设领域的权威工具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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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研究证明，Ni合金抗钒腐蚀能力较强，其中以TP446型（ASTM）Cr钢、纯Ni、Cr
—Ni—Co系合金和含Ni在40％以上的Ni—Cr系合金抗钒腐蚀能力最强，但TP403型铬钢及含Cr15％
～25％、含Ni 8％～35％的Cr—Ni系不锈钢仍会被迅速腐蚀。
另外，高Ni钢虽然具有强抗钒腐蚀能力，但在燃料中同时也含有S时，NiS和Ni会在高温下生成共晶体
，由于这种共晶体的熔化温度只有645℃，所以熔融的共晶体渗透于金属的晶粒之间，发生晶间腐蚀。
在燃料中既含有钒又含有硫时，需要特别加以注意。
 《一般炼油装置用火焰加热炉）（API 560）规定：当管架设计温度超过650℃，且燃料中钒和钠的总
含量超过100 mg／L时，管架设计应采用下列方法之一： （1）浇注一层厚50 mm、最小密度为2081 kg
／m3的耐火浇注料。
 （2）如没有任何涂料，至少应采用50Cr50NiCb的合金制造。
 钒在高温下（650℃以上）才对金属产生腐蚀，一般炉管外壁温度都在此温度以下，制氢转化炉管和
乙烯裂解炉管的外壁温度虽远超过此温度，但这些炉子通常不烧燃料油，所以炉管的钒腐蚀很少见。
 2.低温露点腐蚀 工业炉燃料中的硫燃烧时绝大部分生成SO2和SO3。
SO3在高温干燥环境中对金属没有腐蚀，但在炉子的低温部位，如焦化炉注水预热段、空气预热器的
低温段等部位，烟气中的SO3和水蒸气共同在露点部位冷凝，生成稀硫酸，产生露点腐蚀。
露点温度的高低除与燃料硫含量有关外，还与过剩空气系数和SO3的生成量等有关，炉膛温度越高，
过剩空气越少，则燃烧生成的SO2转化为SO3的份额就越小，露点温度也越低。
 露点腐蚀不同于普通的硫酸腐蚀，硫酸对金属的腐蚀生成FeSO4，露点腐蚀首先也生成FeSO4，但在
烟灰沉积物的催化作用下与烟气中的SO2和O2进一步反应生成Fe2（SO4）3，而Fe2（SO4）3对SO2
向SO3的转化过程有催化作用。
当pHi3时，Fe2（SO4）。
本身也对金属腐蚀并生成FeSO4，于是形成FeSO4→Fe2（SO4）3→FeSO4的腐蚀循环，大大加快了腐
蚀进程。
 采用耐低温腐蚀的钢（如ND钢）、耐蚀烧结合金涂层或非金属材料（如硼硅玻璃管）等可有效地防
止露点腐蚀。
ND钢采用特殊的冶炼和轧制工艺，在其表面形成一层富含Cu、Sb的金属层，当其处于硫酸腐蚀条件
时，表面极易形成致密的含有Cu、Sh、Cr元素的钝化膜，该钝化膜是硫酸腐蚀的反应物。
随着反应物的积累，ND钢完全进入钝化区，从而进一步降低腐蚀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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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石油和化工工程设计工作手册9:炼油化工工程通用设计(下)》供从事石油和化工工程设计工作的技
术和管理人员使用，也可供其他相关行业人员和大专院校师生参考。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石油和化工工程设计工作手册9（上>>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