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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指从气体中脱除硫化物的工艺技术，很少涉及液体脱硫，也不含固体脱硫技术。
气体中的H2S、SO2、SO3会使钢制管道、设备、燃具发生腐蚀，缩短其使用寿命。
工艺气体中的硫能使催化剂中毒，破坏工艺过程的正常进行。
燃烧气中的SO2、SO3排放到大气中损害农作物生长，影响人体健康。
水处理装置、冶金、石油、化工、轻工、屠宰、食品、养殖、农药、城市垃圾处理等行业排出的含硫
废气、尾气排放都会污染环境。
气体脱硫过程可获得副产品硫黄、液体SO2、硫酸、硫铵、硫代硫酸钠、硫酸钠、硫氰酸钠等重要化
工产品和化工原料，能为企业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
气体脱硫作为许多工业部门技术领域中的应用技术一直受到重视，并随环保问题的突出越来越引起全
社会的关注。
传统的脱硫技术沿用已久，有些至今仍在服役，并在使用中完善、提高和发展，新技术不断涌现。
专门讨论气体脱硫的书相对较少。
作者将多年来从事工程设计技术情报、技术交流，特别是在原化工部化肥情报中心站气体净化协作组
、原化工部小氮肥脱硫技术协作组工作期间学到的知识、积累的技术资料整理出来供参考。
本书主要介绍干法，湿式氧化法，胺法，物理溶剂法，物理化学法脱H2S和有机硫技术，多种脱SO2
工艺以及发展中的生物脱硫技术。
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各种脱硫工艺的基本原理、工艺过程、工艺条件，并对其工业应用中的问题及改
进给予了更多的重视。
由于作者水平所限，书中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参加本书编写的人员还有杨同莲、王洁、陈伟、成钢、朱浩然、刘甲楠。
本书编写过程中特别是在两个“协作组”工作期间，还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指导、帮助和支持，借此
机会向那些已经逝去的老专家、老同志，现在仍活跃在气体净化战线上的气体净化工作者表示衷心的
感谢，向对本书出版给予支持的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教授以及为本书出版付出辛勤劳动的出版工
作者致敬！
王祥光2012年6月于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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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较系统、全面地介绍了国内外气体脱硫（硫化氢、有机硫、二氧化硫）技术的开发过程、基
本原理、过程影响因素及主要工艺条件、设计与操作要点、事故与防范、典型工业装置。
内容包括干法脱硫技术7种，湿式氧化法脱硫技术20种，物理溶剂法、物理化学法、化学法6种，克劳
斯硫回收技术、克劳斯尾气处理技术，烟气、冶炼废气、沼气及其他废气脱硫技术。

　　全书以实践为主，力求理论与实践结合，经典与现代技术兼顾，国内国外技术并重，技术与经济
、社会紧密联系。

　　本书可供科研、设计、生产管理部门的气体净化工作者参考，也可供大专院校相关专业师生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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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脱气后的甲醇轻油混合液离开预洗闪蒸塔K506、用预洗泵ⅡP510经预洗热再生甲醇
换热器W521送至萃取器B503的供料缓冲部分。
往此加入从轻油中萃取甲醇所需的锅炉给水。
此水在使用前在水洗塔K509中吸收从热再生塔回流槽B501来的热再生塔排放气中的甲醇蒸气。
 甲醇、水、轻油混合物用萃取给料泵P511通过特殊的分配器打到萃取器B503的萃取部分进行萃取分离
，轻油浮在上层、甲醇水混合物沉在底层。
轻油用石脑油泵Pl53送轻油储槽8508。
 底部产物是含有HCN、CO2、H2S、COS及残余轻油的甲醇，用共沸塔给料泵P512经共沸塔给料预热
器W522送往共沸塔K507进行轻油汽提。
 汽提介质甲醇一水蒸气是在共沸塔再沸器W523中用低压蒸汽在5.5bar（绝）压力下加热产生的。
塔顶引出的蒸气含甲醇、水和轻油在冷凝器W524中冷凝并经共沸塔回流槽B502用共沸塔回流泵P515将
其中一部分冷凝液作为共沸塔的回流液，另一部分返回萃取器B503供料缓冲部分。
 共沸塔底部产物为甲醇—水混合物，用甲醇水塔给料泵P514送到甲醇水塔K508中段进行预洗甲醇的最
终脱水再生。
 甲醇水塔中汽提水蒸气是在甲醇水塔再沸器W525中用中压蒸汽（3.8bar绝压）产生的。
 由热再生塔底升压泵P506送来的经热再生的少量贫甲醇进入甲醇水塔K508作回流液。
（大部分贫甲醇液经W521、W520换热降温、P507泵送至COz吸收塔K502）。
 甲醇水塔K508顶引出的基本无水的甲醇蒸气送人热再生塔K505中部作为汽提气的一部分。
塔底排出几乎不含甲醇的不纯水经共沸塔给料预热器W522和污水冷却器W529排往污水处理装置1300#
。
 ③脱硫及脱硫富液的再生 脱去轻油、不饱和烃和其他较高沸点杂质的粗煤气从H2S吸收塔K501预洗段
顶部上升通过分配板到装有81块塔板的主洗段被饱和了CO2的冷甲醇选择性脱除H2S、COS（出塔气
中总硫1mg／m3）。
所需甲醇用H2S吸收塔给料泵P501从CO2吸收塔K502底部送到H2S吸收塔顶。
脱硫后的粗煤气离开H2S吸收塔进入CO2吸收塔K502脱CO2。
 甲醇富液在K501的分配板上排出经甲醇过冷却器W512用氨蒸发冷却后送往H2S膨胀塔K504进行闪蒸再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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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王祥光编著的这本《脱硫技术》主要介绍干法，湿式氧化法，胺法，物理溶剂法，物理化学法脱H2S
和有机硫技术，多种脱SO2工艺以及发展中的生物脱硫技术。
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各种脱硫工艺的基本原理、工艺过程、工艺条件，并对其工业应用中的问题及改
进给予了更多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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