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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按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人事部教育处批准的中等专业学校《石油化工工艺学》编写大纲编写的
。
全书共十一章，对石油化工产品生产原理，工艺条件确定，工艺流程与流程组合原则，石油化工工艺
计算，催化剂基本知识以及车间生产管理等作了较为详细的阐述，并在每章之后附有复习思考题。
    本书较好地反映了我国石油化工厂的生产技术与发展，针对性强、内容简明扼要、通俗易懂，是中
专石油化工、有机化工专业教材，也可作职工培训、职工中专、技术校教材，并可供有关工程技术人
员和工人同志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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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一、石油化工发展简史    二、石油化工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三、我国石油化工生产的
基本特点  复习思考题第一章 石油化工生产用原料  第一节 气态烃原理    一、天然气组成及其特性    二
、油田气组成及其特性    三、炼石气组成及其特性  第二节 液态烃原料    一、石脑油组成及其特性    二
、直馏气油组成及其特性    三、柴油组成及其特性  复习思考题第二章 石油工催化剂  第一节 概述  第
二节 催化剂性质    一、催化剂物理性质    二、催化剂活性与选择性    三、催化剂中毒与再生  第三节 催
化剂的正确使用技术    一、催化剂装填技术    二、催化剂升温与还原    三、催化剂操作温度控制    四、
催化剂储存  复习思考题第三章 石油化工工艺计算  第一节 生产控制指标计算  第二节 物料衡算    一、
物料衡算的目的和意义    二、物料衡算的方法和步骤    三、物料衡算的基准及其选择    四、物料衡算
分析  第三节 热理衡算    一、热量衡算的目的和意义    二、热量衡算的方法和步骤    三、系统热量平衡
计算  复习思考题第四章 石油烃裂解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裂解过程反应原理    一、裂解过程的化学变
化    二、裂解过程热力学分析    三、裂解过程反应机理与动力学分析  第三节 裂解过程影因素    一、原
料组成    二、裂解温度和停留时间    三、裂解压力  第四节 裂解工艺过程    一、管式炉裂解工艺过程    
二、裂解反应设备——管式炉    三、裂解气急冷处理    四、裂解装置能量回收    五、管式炉和急冷锅
炉的结焦和清焦  复习思考题第五章 石油烃裂解气分离  第一节 石油烃裂解气组成与分离方法    一、石
油烃裂解气组成    二、深冷分离方法    三、深冷分离工艺流程简介  第二节 裂解气的压缩    一、裂解气
压缩的目的与特点    二、裂解气压缩工艺过程  第三节 裂解净化    一、酸性气体脱除    二、深度干燥脱
水    三、炔烃的脱除    四、一氧化碳脱除  第四节 制冷过程    一、制冷工作原理    二、制冷剂    三、乙
烯制冷系统    四、乙烯-丙烯复迭制冷  ⋯⋯第六章 碳一及其化工产品生产第七章 碳二及其化工产品的
生产第八章 碳三及其化工产品生产第九章 碳四、碳五及其化工产品生产第十章 芳烃及其经工产品生
产第十一章 工艺流程组合原则与车间生产管理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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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3）助催化剂 在反应过程中，银催化剂易发生熔结和烧结现象，使其活性迅速下
降，寿命很短。
添加助催化剂可对银粒起分散作用并防止结块，有利于提高催化剂的稳定性和活性，且可延长其使用
寿命。
此外，还能加速环氧化速度，降低反应温度。
通常采用钡、钙、锂、钾、铷、铯等金属或其氧化物、氢氧化物为助催化剂。
生产实践指出，助催化剂含量应适宜，用量过多，催化剂活性反而下降。
 （4）抑制剂 在乙烯环氧化过程中，伴随有乙烯原料和产物环氧乙烷的完全氧化。
工业上广泛采用在银催化剂中加入抑制剂（或称调节剂），如非金属Cl、Br、S、Se和Fe等化合物，以
强烈地抑制二氧化碳的生成、避免深度氧化。
虽然抑制剂的加入，对催化剂的活性有所降低，但选择性有很大提高。
在原料气中添加这类抑制剂物质也能起到同样效果和作用，现工业上通常采用二氯乙烷作为抑制剂。
在正常操作时，可连续将二氯乙烷加入原料气中，以补偿其在反应过程中的损失，用量一般为原料气
的1～3ppm。
用量过大，往往造成催化剂中毒，活性显著降低。
但这种中毒不是永久性中毒，停止通入二氯乙烷后，催化剂的活性可逐渐恢复。
 这类催化剂具有这样一种特点，即当乙烯转化率高时，其相应的选择性有所下降。
所以，现行工业生产的空气法或氧气法，原料转化率保持较低，一般控制为30％左右，以使选择性保
持在70～80%左右。
 由于表面反应的复杂性，迄今对乙烯在银催化剂上直接氧化为环氧乙烷的反应机理虽作了大量研究，
但并没有完整而统一的认识，有待人们继续进一步探讨。
 二、环氧乙烷生产工艺条件 1.温度 由于乙烯氧化生产环氧乙烷反应存在着完全氧化反应的剧烈竞争，
在生产操作时必须严格控制反应的工艺条件，避免副反应剧增。
反应选择性的控制十分重要。
当选择性下降后，反应放热量显著增加，催化剂床层温度飞速上升，形成所谓“飞温”的异常现象。
影响反应选择性高低的主要外界条件就是温度，所以反应过程的温度控制要求十分严格。
 实践指出，在银催化剂表面进行乙烯氧化时，当反应温度略高于100℃时，氧化产物几乎全部是环氧
乙烷。
由此说明，在此温度下，乙烯环氧化反应是有选择性地进行的 虽然转化率低，但其选择性可以近似
为100%。
然而，在此温度下进行反应，由于反应速度慢，转化率低，是没有现实生产意义的。
随着温度的升高，主反应的速度加快，完全氧化的副反应也开始发生。
当反应温度超过300℃时，银催化剂几乎对生成环氧乙烷反应不起催化作用，但转化率很高，此时的反
应产物主要是乙烯完全氧化生成的二氧化碳和水。
 由上可见，乙烯氧化生产环氧乙烷最重要是选择性问题，应选择一个较为适宜的温度，一般控制
在220～280℃，并按所用氧化剂及催化剂活性稍有不同。
当用空气作氧化剂时，反应温度略高为240～290℃；若用氧气为氧化剂时，反应温度略低为230～270
℃。
按常规，在操作初期催化剂活性较高，宜控制在低限；在操作终期催化剂活性较低，宜控制在高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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