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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设计简明手册》PDF电子书
1、 选定厂址（此前需进行可行性报告及市场前景，并出具经济效 益及财务分析报告）。  2、 进行地质及水文堪探，标定零平面，并出具整个厂区的地质勘 探报告。

资源类别：文库，文档格式：PDF，文档大小：273.43KB，文档页数：46，团购合买

点击下载完整版文档（PDF）

化工设计简明手册 化工设计的程序 化工设计的原则 化工用泵的选择 阀门分类与选择 化工材料 冷冻与冷却设备 化工仪表与化工自动化 化工设计中常用概念
化工设计简明手册 化工设计的程序 化工设计的原则 化工用泵的选择 阀门分类与选择 化工材料 冷冻与冷却设备 化工仪表与化工自动化 化工设计中常用概念

化工设计的程序 1、选定厂址(此前需进行可行性报告及市场前景,并出具经济效 益及财务分析报告) 2、进行地质及水文堪探,标定零平面,并出具整个厂区的地质勘 探报告 3、绘制整个产品带控制点的工艺流程图 绘制出详细的设备图纸(条件不允许条件下可绘制设备草图, 但设备大小、自重及总重必须给出。 5、绘制平面布置图,标明设备大小、高度、重量、及摆放位置, 操作室位置、大小,储罐区位置大小,必须注意:在坚持工艺的 先决条件条件下 a、降低生产周期 b、降低成本、消耗。 制定吊装方案时,充分考虑吊装方便、安全 d、考虑操作方便 e、尽量降低占地面积、建筑高度及梁的跨度 f、综合考虑整体布局、美观 g、尽量考虑设计的强制性规定,符合化工规范 6、由土建部门或结构工程师设计主厂房(若条件允许再设计副房 污水池及其他大型设备基础图 7、土建开始施工,再绘制详细设备图纸(包括管口方位、大小), 并讨论通过自动化控制方案
化工设计的程序 1、 选定厂址（此前需进行可行性报告及市场前景，并出具经济效 益及财务分析报告）。 2、 进行地质及水文堪探，标定零平面，并出具整个厂区的地质勘 探报告。 3、 绘制整个产品带控制点的工艺流程图。 4、 绘制出详细的设备图纸（条件不允许条件下可绘制设备草图， 但设备大小、自重及总重必须给出。 5、 绘制平面布置图，标明设备大小、高度、重量、及摆放位置， 操作室位置、大小，储罐区位置大小，必须注意：在坚持工艺的 先决条件条件下 a、 降低生产周期 b、 降低成本、消耗。 c、 制定吊装方案时，充分考虑吊装方便、安全。 d、 考虑操作方便。 e、 尽量降低占地面积、建筑高度及梁的跨度 f、 综合考虑整体布局、美观 g、 尽量考虑设计的强制性规定，符合化工规范 6、 由土建部门或结构工程师设计主厂房（若条件允许再设计副房、 污水池及其他大型设备基础图）。 7、 土建开始施工，再绘制详细设备图纸（包括管口方位、大小）， 并讨论通过自动化控制方案

8、设备开始制作,其他大型设备(或本公司不能够制作的设备), 仪表及自动系统开始招标 9、绘制详细的配管图,并按照配管图编制、整理管阀件清单(包 括管子、阀门、法兰、垫片、螺丝、螺帽、过滤器) 交由设备部门采购 10、安装开始,依照现场情况随时调整 安装结束探伤、水压实验、气密性实验 12、调试整个系统(包括设备运行情况,自动化仪表零点及满量 程设定,自动化系统静态与动态调试等) 13、试车,检查各个方面是否运行正常 化工设计的原则 在整个化工设计过程中,我们必须熟悉他的原则和精神,从而贯 彻到其中去。把化设计工中的细节进行灵活运用,既符合规范,又不 造成对生产的违背。实现对资源的最大利用。现在我们对化工设计的 要求及相关的内容进行进一步的了解。因为在化工生产中,安全是第 一性的,所以我们必须对生产中的安全性进行剖析。 熟悉我们的原材料和产品性质,以便我们对号入座。化工规范把 物品的危险程度分为五个等级(详细见GBJ6-87),他的划分主要是 综合生产过程中所使用、产生及存储的原料、中间品和成品的物理化 学性质、数量及其火灾爆炸危险程度和生产过程的性质等情况来决定
8、 设备开始制作，其他大型设备（或本公司不能够制作的设备）， 仪表及自动系统开始招标 9、 绘制详细的配管图，并按照配管图编制、整理管阀件清单（包 括管子、阀门、法兰、垫片、螺丝、螺帽、过滤器） 交由设备部门采购 10、 安装开始，依照现场情况随时调整 11、 安装结束探伤、水压实验、气密性实验 12、 调试整个系统（包括设备运行情况，自动化仪表零点及满量 程设定，自动化系统静态与动态调试等） 13、 试车，检查各个方面是否运行正常。 化工设计的原则 在整个化工设计过程中，我们必须熟悉他的原则和精神，从而贯 彻到其中去。把化设计工中的细节进行灵活运用，既符合规范，又不 造成对生产的违背。实现对资源的最大利用。现在我们对化工设计的 要求及相关的内容进行进一步的了解。因为在化工生产中，安全是第 一性的，所以我们必须对生产中的安全性进行剖析。 熟悉我们的原材料和产品性质，以便我们对号入座。化工规范把 物品的危险程度分为五个等级（详细见 GBJ16-87），他的划分主要是 综合生产过程中所使用、产生及存储的原料、中间品和成品的物理化 学性质、数量及其火灾爆炸危险程度和生产过程的性质等情况来决定

的。根据危险等级的不同,我们才能确定防火间距、防爆等级。他对 我们选用设备、仪表、操作方式、消防器材的选用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在甲、乙、丙、丁、戊五个等级中,我公司绝大多数原材料是甲 级危险物。他是这样定义的: 1、闪点小于28℃的液体 2、爆炸极限小于10%的液体 3、常温下能自行分解或在空气中氧化即能导致迅速自燃或爆炸 的物质 4、常温下受到水或空气中水蒸气的作用,能产生可燃气体并引 起燃烧或爆炸的物质 5、遇酸、受热、撞击、摩擦、催化以及遇到有机物或硫磺等易 燃的无机物,极易引起燃烧或爆炸的强氧化剂 6、受撞击、摩擦或与氧化剂、有机物接触时能引起燃烧或爆炸 的物质 7、在密闭设备内操作温度等于或大于物质本身自燃点的生产 B、在这几个条件中,只要满足一个条件,即框入甲级防爆,象苯 甲苯、丙酮等都属于甲级危险物品。对于甲级危险物品,有关规定是 这样的 1.地上甲级固定顶立式储罐防火间距:当单储罐体积大于1000 立方米,储罐间距∂.6D(D为储罐直径),当储罐间距小于等
的。根据危险等级的不同，我们才能确定防火间距、防爆等级。他对 我们选用设备、仪表、操作方式、消防器材的选用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在甲、乙、丙、丁、戊五个等级中，我公司绝大多数原材料是甲 级危险物。他是这样定义的： 1、 闪点小于 28℃的液体 2、 爆炸极限小于 10％的液体 3、 常温下能自行分解或在空气中氧化即能导致迅速自燃或爆炸 的物质 4、 常温下受到水或空气中水蒸气的作用，能产生可燃气体并引 起燃烧或爆炸的物质 5、 遇酸、受热、撞击、摩擦、催化以及遇到有机物或硫磺等易 燃的无机物，极易引起燃烧或爆炸的强氧化剂 6、 受撞击、摩擦或与氧化剂、有机物接触时能引起燃烧或爆炸 的物质 7、 在密闭设备内操作温度等于或大于物质本身自燃点的生产 B、在这几个条件中，只要满足一个条件，即框入甲级防爆，象苯、 甲苯、丙酮等都属于甲级危险物品。对于甲级危险物品，有关规定是 这样的： 1. 地上甲级固定顶立式储罐防火间距：当单储罐体积大于 1000 立方米，储罐间距 0.6D(D 为储罐直径)，当储罐间距小于等

于1000立方米时,储罐间距0.75D。但是同时又规定,单罐 容量不超过1000立方米的甲乙类液体的地上式固定储罐之 间的防火间距,如采用固定冷却消防方式时,其防火间距可 不小于0.6D。还规定装有液下喷射泡沫灭火设备、固定冷却 水设备和扑救防火堤内液体火灾的泡沫灭火设备时,储罐之 间的间距可适当减少,但地上储罐不宜小于0.4D 2.地上甲级固定顶立式储罐与工艺装置之间的防火间距必须大 于25米;与甲类物品仓库的防火间距在25米一35米之间(视 储罐的大小定)。 3.甲级工艺装置与配电室、泵房之间的防火间距不宜小于20米, 最低不小于15米;与明火及散发地点的防火间距不宜小于 30米;与污水处理厂的防火间距不宜小于30米。与厂外道 路(路边)防火间距15米;与厂内主要道路(路边)防火 间距10米;与厂内次要道路(路边)防火间距5米;与民 用建筑之间的防火间距不小于25米;与重要公共建筑之间 的防火间距不小于50米 4.有爆炸危险的甲级防爆厂房应独立设置,并采用敞开或半敞 开的厂房,并应采用钢筋混凝土柱、钢柱承重的框架或排架 结构,钢柱应采用防火保护层;厂房安全出口不应少于两个 5控制室与生产装置之间的距离不少于15米,而且应离开电气 防爆区(危险区)。如果必须在防爆区,则朝向危险区的墙 不开门窗,而且采取防爆正压措施,使室内保持5-10mm
于 1000 立方米时，储罐间距 0.75D。但是同时又规定，单罐 容量不超过 1000 立方米的甲乙类液体的地上式固定储罐之 间的防火间距，如采用固定冷却消防方式时，其防火间距可 不小于 0.6D。还规定装有液下喷射泡沫灭火设备、固定冷却 水设备和扑救防火堤内液体火灾的泡沫灭火设备时，储罐之 间的间距可适当减少，但地上储罐不宜小于 0.4D。 2. 地上甲级固定顶立式储罐与工艺装置之间的防火间距必须大 于 25 米；与甲类物品仓库的防火间距在 25 米—35 米之间（视 储罐的大小定）。 3. 甲级工艺装置与配电室、泵房之间的防火间距不宜小于 20 米， 最低不小于 15 米；与明火及散发地点的防火间距不宜小于 30 米；与污水处理厂的防火间距不宜小于 30 米。与厂外道 路（路边）防火间距 15 米；与厂内主要道路（路边）防火 间距 10 米；与厂内次要道路（路边）防火间距 5 米；与民 用建筑之间的防火间距不小于 25 米；与重要公共建筑之间 的防火间距不小于 50 米。 4. 有爆炸危险的甲级防爆厂房应独立设置，并采用敞开或半敞 开的厂房，并应采用钢筋混凝土柱、钢柱承重的框架或排架 结构，钢柱应采用防火保护层；厂房安全出口不应少于两个。 5. 控制室与生产装置之间的距离不少于 15 米，而且应离开电气 防爆区（危险区）。如果必须在防爆区，则朝向危险区的墙 不开门窗，而且采取防爆正压措施，使室内保持 5—10mm

水柱正压,以免危险气体进入控制室。另外,还需考虑其他 因素 A:布置在有毒气体设备的上风头 B:注意要离开高温、高压及盛有可燃性或有毒性物 质的设备 C:控制室至少要有一面不朝向生产设施 6、关于在爆炸性气体环境防爆等级的划分:举例说明dⅡBT4 d代表隔爆型,此项代表爆炸性气体环境电气设备的选型, 即在爆炸性气体区域(0区、1区、2区)不同电气设备使用 安全级别的划分。如旋转电机选型分为隔爆型(代号d)、正 压型(p)、增安型(e)、无火花型(n);灯具类选型分为隔 爆型(代号d)、增安型(e);信号、报警装置选型分为本质 安全型(ia、ib)、隔爆型(代号d)、增安型(e)。 ⅡB代表气体或蒸气爆炸性混合物等级的划分,分为ⅡA、 ⅡB、ⅡC三种,其中ⅢA最低(如通常的烷烃甲烷乙烷; 芳香烃苯、甲苯),ⅡB类主要有丙炔、乙烯、环丙烷、1, 2-环氧丙烷、焦炉煤气等;ⅡC最高(主要有氢、乙炔、二 硫化碳、硝酸乙酯、水煤气等。这些等级的划分主要是依照 最大试验安全间隙(MESG)或最小点燃电流(MICR)来区 分的。 T4代表135<T≤200℃,它的定义是指能引燃某种介质 的温度分组的划分。主要分为T1——450℃<T、T2——300
水柱正压，以免危险气体进入控制室。另外，还需考虑其他 因素： A：布置在有毒气体设备的上风头 B：注意要离开高温、高压及盛有可燃性或有毒性物 质的设备 C：控制室至少要有一面不朝向生产设施 6、 关于在爆炸性气体环境防爆等级的划分：举例说明 dⅡBT4 d代表隔爆型，此项代表爆炸性气体环境电气设备的选型， 即在爆炸性气体区域（0 区、1 区、2 区）不同电气设备使用 安全级别的划分。如旋转电机选型分为隔爆型（代号 d）、正 压型（p）、增安型（e）、无火花型（n）；灯具类选型分为隔 爆型（代号 d）、增安型（e）；信号、报警装置选型分为本质 安全型（ia、ib）、隔爆型（代号 d）、增安型（e）。 ⅡB 代表气体或蒸气爆炸性混合物等级的划分，分为ⅡA、 ⅡB、ⅡC 三种，其中ⅡA 最低（如通常的烷烃甲烷乙烷； 芳香烃苯、甲苯），ⅡB 类主要有丙炔、乙烯、环丙烷、1， 2-环氧丙烷、焦炉煤气等；ⅡC 最高（主要有氢、乙炔、二 硫化碳、硝酸乙酯、水煤气等。这些等级的划分主要是依照 最大试验安全间隙（MESG）或最小点燃电流（MICR）来区 分的。 T4 代表 135＜T≤200℃，它的定义是指能引燃某种介质 的温度分组的划分。主要分为 T1——450℃＜T、T2——300

<T≤450℃、T3-—200<T≤300℃、T4-135<T≤200 C、T5-—100<T≤135 T6--85<T≤100℃ 7、术语解释: 闪点:又称闪燃点。可燃性液体性质的指标之一。是 液体表面上的蒸气和空气的混合物与为火接触而初次发生蓝色 火焰的闪光时的温度。在标准仪器中测定,有开杯式和闭杯式 两种。一般前者用于测定高闪点液体,后者用于测定低闪点液 体。温度比着火点低些。可燃性液体的闪点和着火点表明其发 生爆炸或火灾的可能性的大小,对运输、储存和使用的安全有 极大的关系 C、厂区(装置)管廊及道路的设计 管廊在道路上空横穿时,其净高度为:次要道路(装置 内道路一般为次要道路)4.5m以上;主要道路(主干道):6m以上;铁路 7m以上。管廊有支架时要按支架底髙计算。管廊下检修通道的净髙 不小于3.1m。管线穿越平台、人行道上空时净高度不少于2.1米。联 合装置并排布置时,设公用的检修(兼消防)道路,道路宽5.2-6m、 次要道路45m。 D、其中泵的安装与排布都一定的要求,必须符合安全生产及检修 的需要,另外还应当考虑到操作面的间距。泵间的操作通道净距不小 于1m,泵前操作通道不小于1.25m,泵的检修通道不小于3.5m,以 便于吊车与卡车进入,小型泵的检修通道宽度可减到25m
＜T≤450℃、T3——200＜T≤300℃、 T4——135＜T≤200 ℃、 T5——100＜T≤135 、 T6——85＜T≤100℃. 7、 术语解释： 7．1 闪点：又称闪燃点。可燃性液体性质的指标之一。是 液体表面上的蒸气和空气的混合物与为火接触而初次发生蓝色 火焰的闪光时的温度。在标准仪器中测定，有开杯式和闭杯式 两种。一般前者用于测定高闪点液体，后者用于测定低闪点液 体。温度比着火点低些。可燃性液体的闪点和着火点表明其发 生爆炸或火灾的可能性的大小，对运输、储存和使用的安全有 极大的关系。 C、厂区(装置)管廊及道路的设计： 管廊在道路上空横穿时，其净高度为：次要道路（装置 内道路一般为次要道路）4.5m 以上;主要道路(主干道): 6m 以上;铁路 7m 以上。管廊有支架时要按支架底高计算。管廊下检修通道的净高 不小于 3.1m。管线穿越平台、人行道上空时净高度不少于 2.1 米。联 合装置并排布置时，设公用的检修（兼消防）道路，道路宽 5.2—6m、 次要道路 4.5m。 D、 其中泵的安装与排布都一定的要求，必须符合安全生产及检修 的需要，另外还应当考虑到操作面的间距。泵间的操作通道净距不小 于 1m，泵前操作通道不小于 1.25m，泵的检修通道不小于 3.5m，以 便于吊车与卡车进入，小型泵的检修通道宽度可减到 2.5m

布置大小不一样的泵时,一般有三种方式 泵出口中心线取齐,优点是操作面方便统 2.泵基础面取齐,便于设置排污管或排污沟以及基础施工方 便 3.动力端基础面取齐。优点是电缆接线容易且经济,泵的开 关与电流表在一条线上取齐,电动机易操作。当然如果泵的 大小差异太大,会造成吸入管太长 其他要注意的是阀门手轮到邻进泵的突出部分或柱子的间距最 少为750mm,电动机之间距离为151.8m。泵在安装时,一般基础 面比地坪高200600mm,安装高度要统一。 当然在考虑安装高度时,应把泵的气蚀余量因素考虑在内(所谓气 蚀现象是指当液体进入泵内第一级叶轮时的静压力低于或等于该温 度下的饱和蒸气压时,液体发生气化,产生气泡,随液体流入较高压 力处,气泡突然凝结,周围液体快速集中,产生水力冲击,这种气化 和凝结产生的力量对泵的充蚀、振动和性能下降的现象称之为气蚀现 象)。 在泵吸入口前安装过滤器时,其基础高度应考虑过滤器清洗与拆 卸的方便。另外还要考虑排水漏斗与埋地管 若泵从池内抽液,吸管底部要设底阀,泵启动时要有灌入吸入高 度的液柱高度
布置大小不一样的泵时，一般有三种方式： 1． 泵出口中心线取齐，优点是操作面方便统一。 2． 泵基础面取齐，便于设置排污管或排污沟以及基础施工方 便。 3． 动力端基础面取齐。优点是电缆接线容易且经济，泵的开 关与电流表在一条线上取齐，电动机易操作。当然如果泵的 大小差异太大，会造成吸入管太长 其他要注意的是阀门手轮到邻进泵的突出部分或柱子的间距最 少为 750mm，电动机之间距离为 1.5—1.8m。泵在安装时，一般基础 面比地坪高 200—600mm，安装高度要统一。 当然在考虑安装高度时，应把泵的气蚀余量因素考虑在内(所谓气 蚀现象是指当液体进入泵内第一级叶轮时的静压力低于或等于该温 度下的饱和蒸气压时，液体发生气化，产生气泡，随液体流入较高压 力处，气泡突然凝结，周围液体快速集中，产生水力冲击，这种气化 和凝结产生的力量对泵的充蚀、振动和性能下降的现象称之为气蚀现 象)。 在泵吸入口前安装过滤器时，其基础高度应考虑过滤器清洗与拆 卸的方便。另外还要考虑排水漏斗与埋地管。 若泵从池内抽液，吸管底部要设底阀，泵启动时要有灌入吸入高 度的液柱高度

泵出口切断阀应尽量考虑用阻力比较小的阀门如闸阀尽量不要用 截止阀,以降低压力降,防止对泵造成损伤。 泵出口压力表,应安装在泵出口与第一个切断阀之间 泵的轴承一般需要冷却水冷却,冷却水管应设检流器或漏斗,观 察水流情况,防止断流,冬天要注意防冻。 离心泵(如水泵)的泵体上部应设放空口,底部应设放净口。 化工用泵的选择 在泵的选择上,要考虑到不同泵的特点。泵的分类按照泵作用于液体 的原理分为叶片式和容积式两大类,叶片式泵是由泵内的叶片在旋转 时产生的离心力作用将液体吸入或排出。容积式泵是由泵的活塞或转 子在往复或旋转运动产生挤压作用将液体吸入或压出。叶片式泵因泵 内叶片结构不同分为离心泵、轴流泵、旋涡泵。容积式泵又分为活塞 (柱塞)泵、转子泵。 4.1.1离心泵 输送温度下液体粘度不大于650mm2/S,否则泵的效率下降 较大。(当粘度大于650mm2/S时,离心泵的性能下降很大,一般不 选用离心泵,但由于离心泵输液无脉动,不须要安全阀且流量调节简 单,因此在化工生产中也罢常看到离心泵用于输送粘度达1000mm2/S 的液体)
泵出口切断阀应尽量考虑用阻力比较小的阀门如闸阀尽量不要用 截止阀，以降低压力降，防止对泵造成损伤。 泵出口压力表，应安装在泵出口与第一个切断阀之间。 泵的轴承一般需要冷却水冷却，冷却水管应设检流器或漏斗，观 察水流情况，防止断流，冬天要注意防冻。 离心泵（如水泵）的泵体上部应设放空口，底部应设放净口。 化工用泵的选择 在泵的选择上，要考虑到不同泵的特点。泵的分类按照泵作用于液体 的原理分为叶片式和容积式两大类，叶片式泵是由泵内的叶片在旋转 时产生的离心力作用将液体吸入或排出。容积式泵是由泵的活塞或转 子在往复或旋转运动产生挤压作用将液体吸入或压出。叶片式泵因泵 内叶片结构不同分为离心泵、轴流泵、旋涡泵。容积式泵又分为活塞 （柱塞）泵、转子泵。 4.1.1 离心泵 输送温度下液体粘度不大于 650mm2/S，否则泵的效率下降 较大。（当粘度大于 650mm2/S 时，离心泵的性能下降很大，一般不 选用离心泵，但由于离心泵输液无脉动，不须要安全阀且流量调节简 单，因此在化工生产中也罢常看到离心泵用于输送粘度达 1000mm2/S 的液体）

流量较大,而扬程相对教低 液体中溶解或夹带的气体不大于5%(体积) 液体中含有固体颗粒时,宜选用特殊离心泵(如泥浆泵) 要求流量变化大、扬程变化小,宜选用平坦的流量-扬程曲 线的离心泵,要求流量变化小、扬程变化大,宜选用陡降的流量 扬程曲线的离心泵。 4.12容积式泵 输送温度下液体粘度大于650mm2/S, 流量较小而扬程相对较高,宜选用往复泵。 液体中溶解或夹带的气体允许稍大于5%(体积) 液体需要准确计量时,可选用柱塞式计量泵,液体要求严格 不漏时,可选用隔膜计量泵 润滑性能差的液体不应选用齿轮泵和三螺杆泵,可选用往复 泵 流量较小,温度较低、压力要求稳定的,宜选用转子泵或双 螺杆泵。 42根据装置所需流量和扬程,按泵的分类及适用范围初步确定泵
流量较大，而扬程相对教低 液体中溶解或夹带的气体 不大于 5%（体积） 液体中含有固体颗粒时，宜选用特殊离心泵（如泥浆泵） 要求流量变化大、扬程变化小，宜选用平坦的流量---扬程曲 线的离心泵，要求流量变化小、扬程变化大，宜选用陡降的流量--- 扬程曲线的离心泵。 4.1.2 容积式泵 输送温度下液体粘度大于 650mm2/S， 流量较小而扬程相对较高，宜选用往复泵。 液体中溶解或夹带的气体允许稍大于 5%（体积） 液体需要准确计量时，可选用柱塞式计量泵，液体要求严格 不漏时，可选用隔膜计量泵 润滑性能差的液体不应选用齿轮泵和三螺杆泵，可选用往复 泵。 流量较小，温度较低、压力要求稳定的，宜选用转子泵或双 螺杆泵。 4.2 根据装置所需流量和扬程,按泵的分类及适用范围初步确定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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