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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油气回收基础理论及其应用》由江苏省油气储运重点实验室（常州大学）“油气回收”课题组
成员共同编著，是针对高等院校油气储运及相关专业的需求，在长期教学与工程实践经验基础上编写
而成的。
　　《油气回收基础理论及其应用》分为十一章。
第一至四章是基本内容介绍与概念阐述，包括大气污染与油品损耗、传质机理、损耗机理及损耗计算
；第五、六章针对油品蒸发损耗的测定与控制措施进行阐述；第七至十章对油气回收方法分门别类进
行专题介绍，包括吸收法、吸附法、冷凝法和膜分离法；第十一章介绍了hse一体化管理体系。
　　《油气回收基础理论及其应用》重视基本概念，力求阐述严谨详尽、讲解深入浅出，且注重对实
际应用与工程观念的培养。
《油气回收基础理论及其应用》可作为高等院校油气储运及有关专业的教材，亦可供从事油气储运及
相关的科研、设计、工程技术、管理人员等参考使用。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油气回收基础理论及其应用>>

书籍目录

第1章 大气污染与油品损耗1.1 工业废气污染及治理现状1.1.1 工业废气的含义及分类1.1.2 大气污染的含
义及分类1.1.3 大气污染物的含义及分类1.1.4 大气污染源1.1.5 工业废气的污染危害1.1.6 我国工业废气污
染治理现状1.2 油品损耗及其表现方式1.2.1 油品、挥发性有机物、烃、油气概念的描述1.2.2 油品损
耗1.2.3 油品损耗具体表现方式1.3 油品蒸发损耗的危害性1.4 国内外研究动态及法律法规第2章 质量传
递基础2.1 概述2.1.1 质量传递2.1.2 相组成的表示法2.2 分子传质2.2.1 扩散研究简介2.2.2 费克定律2.3 一维
稳定分子扩散2.3.1 通过恒定截面积的等摩尔反向扩散2.3.2 通过恒定截面积的单向扩散2.3.3 重过变截面
的单向扩散2.4 非稳定分子扩散2.5 分子扩散系数2.5.1 气体中的扩散系数2.5.2 液体中的扩散系数2.5.3 固
体中的扩散系数2.5.4 扩散系数及其因变量的比较2.6 对流传质2.6.1 对流传质系数及相关重要准数2.6.2 
对流传质系数的关联式第3章 油品蒸发损耗机理3.1 油品蒸发损耗的发生过程3.1.1 油品汽化3.1.2 气相中
油气的传质3.2 地面油罐内的温度分布3.3 油罐内的油气浓度分布3.4 储罐蒸发损耗的影响因素3.5 油品
蒸发损耗的类型第4章 油品蒸发损耗计算4.1 固定顶罐“小呼吸”蒸发损耗4.1.1 瓦廖夫斯基一契尔尼金
公式4.1.2 API理论公式4.1.3 API经验公式4.1.4 美国环保局经验公式4.1.5 日本资源能源厅公式4.2 固定顶
罐“大呼吸”蒸发损耗4.2.1 瓦廖夫斯基一契尔尼金公式4.2.2 API公式4.2.3 美国环保局公式4.2.4 日本资
源能源厅公式4.3 浮顶油罐蒸发损耗4.3.1 静止储存损耗4.3.2 发油损耗4.4 车船装卸损耗4.5 API损耗计算
新公式介绍4.5.1 固定顶罐蒸发损耗计算公式4.5.2 浮顶罐蒸发损耗计算公式4.5.3 可变气体空间罐装油蒸
发损耗计算公式4.5.4 压力罐蒸发损耗概述4.6 非稳态油气蒸发排放的数值分析4.6.1 数学模型的建立4.6.2
油品蒸发与损耗量的确定4.6.3 计算所用参数的确定4.6.4 数学模型应用实例4.6.5 不同操作条件下油品蒸
发损耗率计算式的修正4.7 油品蒸发损耗评价软件简介第5章 油品蒸发损耗的测定5.1 数量法测量5.1.1 
量油法5.1.2 测气法⋯⋯第6章 控制油品蒸发损耗的措施 6.1 控制油品蒸发损耗的基本方法 6.2 油品蒸发
排放的抑制措施 6.3 油品蒸发排放气的销毁处理技术 6.4 油库油气收集及回收技术 6.5 加油站油气收集
及回收系统 6.6 实施油气回收时需要了解的基本资料 6.7 控制油品蒸发损耗的管理措施 第7章 吸收法油
气回收技术及工程应用 7.1 概述 7.2 吸收剂 7.3 吸收过程相平衡基础 7.4 吸收过程模型及传质速率方程
7.5 吸收(或解吸)塔计算 7.6 填料塔的设计 7.7 油气吸收回收方法及工程应用 第8章 吸附法油气回收技术
及工程应用 8.1 概述 8.2 吸附剂 8.3 吸附平衡及吸附速率 8.4 固定床吸附器结构及设计 8.5 吸附剂的脱附
再生 8.6 吸附影响因素与吸附剂劣化及更换 8.7 活性炭着火爆炸事故及其危险性评价 8.8 油气吸附回收
方法及工程应用 第9章 冷凝法油气回收技术及工程应用 9.1 概述 9.2 制冷系统及制冷机理 9.3 油气冷凝
分离的能耗分析 9.4 油气冷凝分离回收工艺介绍 9.5 冷凝法油气回收率影响因素分析 9.6 冷凝回收工艺
的优化 9.7 基于冷凝和吸附集成工艺的油气回收技术 9.8 油气冷凝回收设备结构及选择 9.9 冷凝法油气
回收技术的工程应用实例 第10章 膜分离法油气回收技术及工程应用 10.1 概述 10.2 膜分离回收油气的
理论基础 10.3 用于油气分离回收的膜材料种类 10.4 膜组件 10.5 油气膜分离回收工艺及其工程应用实例 
第11章 hse一体化管理体系 11.1 hse一体化管理体系介绍 11.2 环境保护政策及环境评价 11.3 石油储运安
全管理 参考文献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油气回收基础理论及其应用>>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油气回收常用的分离方法，除本书前面介绍的吸附、吸收外，冷凝法也是其中之一。
冷凝操作可以用增加压力或降低温度（除去热量）的方法来完成。
实际上，油气污染控制用的冷凝器大多是借取出热量的办法来工作的。
冷凝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是直接接触，此时冷却介质（常用本油品或相近油品）和混合气直接保
持接触（在吸收塔中通过喷淋、冷凝、溶解吸收），冷凝获得充分的混合和结合，回收到的油品包含
有原冷却介质。
这种装置结构相对简单，成本较低，包括传热一传质综合过程，冷凝传热效果好，温度不要求太低（
如到一30℃即可），但可能需额外的混合液分离处理过程。
另一种是间接接触（或表面式），即利用制冷剂或冷凝剂借助热交换器管片进行传热冷凝。
常用的有列管式冷凝器。
利用制冷剂或冷凝剂通过热交换器进行间接传热冷凝，可直接回收到油品。
这种工艺是利用冷凝装置产生之低温来降低储油容器排出的混合气之温度。
由于混合气中各组分的冷凝温度不同，具有较高露点温度的易挥发性有机化合物蒸气会被冷凝成液态
分离出来，再加以油水分离后达到油气回收目的，而空气则可以通过通风口被排出。
与其他油气回收方法相比，冷凝法油气回收方法可于常压下直接冷凝，受外界温度、压力的影响小，
也不受气液比的影响，回收效果稳定，特别适用于高温、高湿、高浓度的场合；工作温度皆低于油气
各成分之闪点，安全性好；工艺流程短，工艺过程简单，油气接入设备入口，即可将油气冷凝成液体
，不需要其他中间步骤，易于操作和维修；操作弹性大；冷凝式油气回收处理设备占地面积小。
以往冷凝式油气回收处理设备能耗较大，尤其是对低浓度油气的回收，不经济。
近二十余年来，传统行业与新兴产业得到有效结合，低温制冷技术、新型制冷压缩机产品得到长足发
展，技术成熟、质量稳定、体积缩小、能耗减少，回收效益远大于能耗支出，而且能够直接回收到液
态油品，便于经济的直观核算；无二次污染，回收物可直接出售或利用。
但冷凝法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由于为间接传热，操作温度要很低才可保证有较高的回收率，故对于
深冷回收工艺，能耗还是相对较大，设备材质及保温要求严格；经常需要多级制冷，制冷工艺复杂，
即各级制冷工艺的耦合问题也需要加以重视；同时应注意防止由于空气中的水分而使处理系统结冰，
即要预冷脱水及适时除霜；装置投资成本及运行费用较高。
此类装置，有时还可能辅以压缩过程。
本章将介绍冷凝式油气回收方法的原理、设备及相关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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