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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石油和天然气的开采、集输、炼制、储运、销售和应用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气态烃
类VOCs（行业称其为“油气”），对人们的健康、环境、安全以及油品质量等问题带来了一系列负
面影响。
发达国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就开始了相关的油气排放污染控制工作，目前在设备开发、安装布置、
运行管理等方面都已经积累了大量经验，相应的技术、设备及法规也都日益健全。
油气排放污染控制是一个涉及到油库、油罐车、加油站、机动车等多个环节的系统工程，任何动其一
环而无视其他环节的做法不仅会.劳民伤财、事倍功半，甚至还可能会给国家或地方行政部门留下历史
性遗患。
国内目前仅有北京地区在“绿色奥运”理念的推动下进行了大规模的油气排放污染治理工作，但与发
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
　　更令人遗憾的是，上溯过去十多年油气排放污染控制技术的应用和研发历程，国内已经走了或者
仍然正在走着许多弯路，主要表现在：一方面不重视国外（如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EPA]、美国加州
空气资源委员会[CARB]）在这方面的定位和发展理念，或偏信或照搬；另一方面，部分一线从业人员
或盲从于决策管理层或媒体的科普性舆论导向，过于轻信环保效益或经济效益，或纷纷出炉一些自以
为具有国情特色的技术方案甚至是专业术语。
仅以加油站第二阶段油气排放污染控制为例，多数加油站改造采用的进口油气回收处理设备恰恰在美
国尚未通过强化油气回收（EVR）认证，而美国1990年版的清洁空气法案修订版（CAA 1990）中已经
明确指出美国国内将会逐步取消加油站第二阶段油气回收系统，而全部通过在机动车上安装车载加油
油气回收（ORVR）系统实施油气排放污染控制！
又如，所谓的“油气回收后处理装置”就是当前国内一些人的肤浅认识，国外通称为“地下储油罐的
压力管理系统”，包括膜分离、可变空间存储、活性炭吸附等技术。
凡此种种，不得不令人扼腕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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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油气回收与排放控制技术》在收集整理、分析综合大量最新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从油气排放控
制标准的发展、油气回收单元处理技术基础、油品大周转量场合的油气回收处理技术、面向加油站的
油气排放控制技术、油气回收与排放控制技术的工程实践等角度全面阐述了国内外油气回收与排放控
制技术的现状和最新发展趋势，尤其是首次在国内客观地介绍了车载加油油气回收（ORVR）技术以
及美国环保局（EPA）的控制策略，并对国内当前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反思。
全书行文通俗易懂、图文并茂，兼顾了理论知识的系统性和工程实际的参考性。
　　该书是油气回收与排放控制技术领域第一本系统全面的技术参考书，非常适合投身该领域的科技
人员、工程建设者与管理者、设备制造商以及油品储运销各环节的从业人员等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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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由于吸收和解吸均是利用气-液两相在某一热力学状态下达到平衡为前提，而超声场的介入缩短了
达到这个平衡的时间。
超声波在吸收和解吸过程中的作用相同。
　　超声波增扰式常温常压吸收法油气回收工艺如图3-2-8所示，油气与空气的混合气体经集气管引入
油气回收装置，经喷射泵负压吸人并在其出口扩散段混合，大量的气泡分布在吸收剂中，在气泡的气
一液两相界面上，存在着界面传质。
当该气液混合流向下流动时，经过超声波增扰器，在超声波的作用下，气泡气-液界面上的液体湍动持
续进行，气泡表面的液体也不断更新，而且气泡还不断被打碎、更新、重组，从而使传质有效快速进
行。
当该混合流体进入气液分离器时，气泡借助浮力以及超声波剩余机械能的多重作用，在上浮的过程中
油气继续被吸收。
接着，当该含有少量油气的空气进人气液分离器的深度吸收段，油气进一步被逆流的贫吸收剂所深度
吸收。
之后，含有极少量油气的空气从气液分离器的深度吸收段顶部排出，吸收了油气的富吸收剂流人真空
解吸罐进行解吸。
　　真空解吸罐内部结构如图3-2-9所示，富吸收剂在直管内流动时，吸收剂通过直管管壁斜下45。
的小孔逐渐均匀地外泄并分布到解吸盘上。
然后，不同层解吸盘上的吸收剂由上逐层向下流动，一直流到解吸罐底部，由溶剂泵增压后被循环使
用。
在该解吸罐内，也增设了超声波增扰器，利用其空化作用及对气-液界面的扰动，起到强化解吸的目的
。
具体工作原理为：超声波使富吸收剂和解吸盘产生扰动，并利用超声波在负压波阶段形成的空化现象
，以及在上图所示的真空泵共同作用下，富吸收剂中的油气不断气化并形成气泡而迅速在解吸盘液面
上逸出，溢出吸收剂界面。
同时，在气泡的气-液界面上，由于超声波所产生的界面湍动，使传质快速进行，提高了解吸效率并使
解吸速度加快，缩短了吸收剂在解吸罐内的停留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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