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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加氢裂化技术是炼油厂生产清洁／超清洁燃料、化工原料和油品轻质化的关键技术，集炼油技术、高
压技术和催化技术为一体。
《油气杂志》的统计表明：2001-2008年，世界原油加工能力增长4.99％，加氢处理增长20.3％，加氢裂
化增长16.54％，预计2015年相对于2005年加氢处理增长30％，加氢裂化增长60％。
中国石化集团科技开发部的统计表明：2001～2006年，中国石油和中国石化原油加工能力提高了31.31
％；而加氢裂化装置能力提高了94.16％；加氢处理装置能力提高了80.95％。
2007年末，世界加氢装置平均占一次原油加工能力的54.3％，日本95.19％，德国85.81％，美国83.12％
，中国石油和中国石化38％。
2006～2010年世界加氢裂化的增长率预计23.19％，加氢精制17.OO％。
Hart公司预计：2005～2020年，世界原油平均比重指数将从32.8下降到32.3，硫含量将从1.17％上升
到1.35％，到2020年，全球总脱硫能力将增加55％，其中中间馏分油脱硫能力需增加59％，这必将促使
各种加氢技术迅猛发展。
随着加氢裂化技术的进步和快速发展，应用于工艺工程设计的各种网络计算软件也得以普及和应用，
使工艺工程设计人员可以很方便地对加氢裂化装置进行工艺流程优化、物料衡算、热量衡算、压力平
衡、单体设备计算及多方案技术对比和分析。
但计算基准如何选取，计算方法如何确定，计算公式的适用范围如何，要控制哪些参数才能达到计算
目的，计算结果如何应用于工艺工程，如何利用生产中产生的问题来修正工艺设计使其更符合实际等
，仍是工艺工程设计的核心和结果可靠的基础。
加氢裂化装置的工艺工程设计既是对单一设计原料在一定操作条件下，满足产品要求的最优化工艺工
程（包括投资、能耗、经济性、可操作性和可靠性）研究和实践；也是在一定限制条件下（工艺流程
、操作条件、催化剂、设备、管线等），适应不同原料、生产一定变化范围产品的工艺工程研究和实
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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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加氢裂化装置工艺计算与技术分析》全面介绍了加氢裂化工艺计算的基本知识，详述了加氢裂
化工艺计算基础和方法，对加氢裂化工艺计算和技术方案进行了详细分析和对比。
全书涵盖加氢裂化原料和产品、物料平衡、热量平衡和压力平衡、工艺技术、单体设备、安全泄放、
能耗及节能等内容。
　　《加氢裂化装置工艺计算与技术分析》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对加氢裂化工艺计算和技术分析有一
定指导作用，可供炼油行业从事科研、教育、设计、生产及管理的人员阅读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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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式分离器工艺计算16.3.2 离心式分离器工艺计算16.4 典型高压分离器工艺参数和技术分析16.4.1 典型
高压分离器工艺参数16.4.2 技术分析参考文献第十七章 过滤器工艺计算及技术分析17.1 过滤基础及有
关工艺计算17.1.1 过滤器形式及分类17.1.2 过滤器的过滤机理17.1.3 过滤基本概念及有关工艺计算17.2 
过滤器工艺计算17.3 典型过滤器的参数及技术分析17.3.1 典型过滤器的参数17.3.2 技术分析参考文献第
十八章 安全泄放系统工艺计算及技术分析18.1 安全泄放系统的设置18.1.1 安全泄放系统的作用和设置
原则18.1.2 安全泄放装置的类型及特点18.1.3 紧急泄压系统的设置18.2 安全阀工艺计算及技术分析18.2.1
安全阀的定义和分类18.2.2 安全阀的有关概念18.2.3 安全阀泄放量的工艺计算18.2.4 安全阀喷嘴面积的
工艺计算18.3 典型安全阀的参数及技术分析18.3.1 典型安全阀的参数18.3.2 技术分析18.4 紧急泄压工艺
计算及技术分析18.4.1 紧急泄压概述18.4.2 紧急泄压工艺计算18.4.3 技术分析参考文献第十九章 能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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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技术分析19.1 能耗概述19.2 加氢裂化装置的能耗19.2.1 国内加氢裂化装置的能耗19.2.2 国外加氢裂
化装置的能耗19.2.3 加氢裂化装置的能耗分析19.3 加氢裂化装置的节能技术19.3.1 节能技术概述19.3.2 
窄点技术优化换热流程节能19.3.3 加氢裂化反应流出物余热发电节能19.3.4 高效换热设备节能19.3.5 减
少能量损失节能参考文献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加氢裂化装置工艺计算与技术分析>>

章节摘录

插图：对于加氢裂化装置，注入轻质饱和的加氢生成油会增加气体产率和氢气消耗，增加操作费用，
降低装置的经济效益；从安全角度讲，循环氢压缩机是整个装置的核心，事故率低于任何动设备；当
装置发生飞温时，循环氢是有效的降温剂。
因此，加氢裂化装置采用的冷介质应为循环氢压缩机出口的循环氢。
不同的加氢反应过程产生的反应热不同，不同的催化剂体系对反应器的温升要求不同，而不同催化剂
的强度不同、容垢能力不同，因此，催化剂床层数量的设置和注入冷氢量的多少应根据以上因素综合
考虑。
从纯理论上来说，催化剂床层越多，催化剂床层温差越小，催化反应越接近等温反应，越有利于发挥
催化剂的效能。
但催化剂床层多，反应器容积利用率低，投资增加。
单床层反应器容积利用率可大于90％，但反应器进出口温差过大，对维持催化剂稳定性及装置长周期
运转不利。
单催化剂床层及多催化剂床层反应器进出口温差关系见图4-16、图4-17。
图4-16为等床层进出口温度、等温升、等床高的设计理念，该工艺特点是可减小筒体热应力，催化剂
利用率高，但急冷氢用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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