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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水煤气脱硫塔塔堵及塔内阻力上涨过快一直

是困扰合成氨生产稳定长周期运行的瓶颈问题，

很多兄弟单位因其被迫减量甚至是停车检修，更

有甚者一年要停车好几次，严重制约了装置能力

的发挥，同时也使企业的经营水平大打折扣。为

此，业内许多同仁一直在致力于对该问题的探讨

和研究，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使大家受益匪浅。在

此笔者将一些意见和建议分享给大家，不到之处恳

请指正。

1 塔堵的分类及原因分析

一般塔堵分为以下几种：硫堵、盐堵、焦油杂质

堵等。但在实际运行中，造成阻力上涨过快多是几

种因素混合共同作用所致。

11..11 硫堵的原因硫堵的原因

（1）溶液再生效果差，贫液中悬浮硫含量高，在

塔内喷淋过程粘附在填料层及液体分布器上。

（2）液体循环量小，喷淋密度低，以致单位体积

的液体在塔内与气体接触时间过长，在塔上部反应

生成的单质硫随着液体下流过程，被填料拦截沉积

在填料层内。

11..22 盐堵的原因盐堵的原因

（1）溶液中副盐成分高，一般要求 Na2SO4 与

Na2S2O3之和最差标准不得高于 100g/l，但由于装置

能力与实际运行状况不匹配、在运行过程中溶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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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2CO3含量控制较高，以求实现理想的脱硫效率，加

上再生效果得不到保证，副盐指标的控制很多单位

都做得不尽人意。如果在脱硫塔后设有富液槽，其

运行状况要好得多。

（2）进塔气体温度低与溶液温差较大，气液接触

过程，液体温度降低，溶液中各类盐份溶解度下降，

结晶析出。

（3）溶液中 NaHCO3含量高，相对于硫酸盐来

说，大家重视度不太高，但半水煤气中由于氰化物

的存在，与碱液反应，极易生成NaCNS，其在溶液中

的溶解度较大，但它的存在和累积，严重降低了其

它盐类特别是NaHCO3的溶解度，析出结晶造成盐

堵。

（4）液体循环量不足，气液偏流，出现干区，填料

层形成盐堵。

11..33 杂质焦油堵的原因杂质焦油堵的原因

（1）气体中杂质粉尘含量大，特别是近年来，氮

肥行业产能严重过剩，盈利能力下降，都在原料上深

度挖潜，型煤和劣质煤的掺烧甚至是单烧已渐趋成

为主流，与原来的无烟块煤相比，气体中夹带的粉尘

量明显增多。

（2）洗气效果差，洗气塔填料堵，塔内喷头堵，水

气分布不均匀，洗气塔内循环水量过小，以上都是影

响气体净化度的原因；进脱硫塔前气体净化把不好

关，必将加重脱硫塔的负荷，在脱硫的同时还要对气

体进行进一步的洗涤，长此循环，气体中的粉尘要不

被脱硫液带出，要不积聚在塔内，如果不能保证足够

大的液体循环量，大量的粉尘都将积聚在塔内，最终

形成塔阻。

（3）电捕焦运行效果差，存留在煤气中的焦油量

过多，在气液接触过程，气体中的焦油绝大部分溶解

在溶液中，由于焦油的流动性较差，在液体反复循环

过程中，焦油极易停留在填料层表面，进而形成塔

堵。

（4）其它造成阻力上涨的原因还有装置设计能

力偏小，内件与塔体不匹配，内件装配过程存在瑕疵

等。

2 预防措施

22..11 保证足够的液体循环量保证足够的液体循环量

一般要求喷淋密度控制在 38~45m3/m2.h，从以

上分析可以看出，液体循环量不足对塔堵影响程度

不容小觑，在塔体及内件设计能力匹配的条件下，应

尽可能加大循环量。出于降低能耗的考虑，很多单

位在能够保证出口指标的前提下，有意无意的减小

循环量，但就降低塔阻上涨层面上来讲，笔者还是

主张保证足够循环量，这也是几年来操作过程的切

身体会。其一可以较完全地将脱除的硫化物以及

杂质带出塔外；其二大循环量对脱硫效率也有很大

提高，正如业内提倡的“大循环量，低组分”观点所

言，这样可以适当降低液体中的各组分含量，可以降

低一部分辅材消耗，更主要的是有利于缓解副盐的

生成。

22..22 优化再生优化再生

再生槽的作用通常讲有以下几点：单质硫的浮

选、催化剂的氧化再生、CO2气体的释放、剩余HS-的

进一步氧化等。有过脱硫操作经验的人员都有这样

的经历，一旦气温发生变化，再生状况将或多或少要

有一定反应，可见温度对再生的影响立竿见影，所

以，对再生温度的控制尽可能在小幅度范围内调整，

因其首当其冲影响的就是硫泡沫的浮选，相对应的

溶液中的悬浮硫必将随之变化，这样一来就给硫堵

留下了伏笔，如若不能引起高度重视，长此以往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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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后果不言而喻。再生压力的控制相对比较容易，

只要系统气量平稳，取合适的经验值即可。值得一

提的是，有的工段为了控制溢流的稳定，以堵喷射

器空气吸管为操作手段，单以控制溢流来讲，这是

个行之有效的办法，但从催化剂的再生层面上来

说，尽可能少堵或不堵为宜，催化剂不能得以完全

再生，携氧能力不足，必将造成出塔溶液中HS-含
量多，在进喷射器时与充足的空气相接触，极易促

成副盐的生成。溢流圈的定时清理，保证硫泡沫正

常溢流也是日常管理的一项重点，浮选形成的泡沫

如果不能及时溢出，积聚时间一长，随着重量的增

加，会下沉再次进入溶液中。这也是很多时候表面

上泡沫层看起来不错，硫产量却不行，溶液中悬浮硫

还高的原因。

22..33 副盐的控制副盐的控制

在能控制住指标的前提下，尽可能降低溶液中

Na+的浓度，亦即控制纯碱的加入量；尽量减少进入

再生槽富液中的HS-的含量，因其在喷射器中与过

量的氧发生反应，极易生成副盐；脱硫塔液位高限操

作，或者在脱硫塔后设置富液槽对降低HS-的含量

意义不同凡响，同时也抑制了NaHCO3的生成，有些

操作细节应进行推广。

22..44 入塔气体净化度与温度的控制入塔气体净化度与温度的控制

控制气体净化度就是要尽可能将气体中的粉

尘、杂物。焦油等清除干净。这就要求清洗塔的运

行状况要最优化，塔内水气均匀分布、循环水喷头正

常有效、足够大的循环水量、甚至是循环水水质的把

控都要重视起来；电捕焦的运行情况也是影响气体

净化度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包括电捕焦塔内的定时

冲洗以及运行档级的控制,还有电流电压的控制等

都要按指标来执行；气体温度的控制要求进塔气体

温度与脱硫液温度温差不宜太大，基于脱硫过程是

微放热反应考虑，控制气体温度低于液体温度 1～
2℃为宜，同时要求调整过程尽可能平稳，波动幅度

要小。

22..55 硫回收过程控制硫回收过程控制

目前再生槽溢流出的泡沫大多经过滤机压滤成

硫膏后，进熔硫釜经过加温，最后制成硫磺，同时排

放少量残液。在这个过程中，一要把控好过滤机出

来的清液质量，最好经过沉降后再进系统回收利用；

二是要将熔硫后剩余的残液妥善处置，尽可能不再

进系统，因其中副盐含量极高；三要保证过过滤机的

运行效果及周期，绝不可因为其运行不正常影响泡

沫的溢流。

3 结语

脱硫工作是一项极其琐碎的工作，更是一项要

求细微的工作，任何一个控制点出现异常，都会一连

串带来许多问题。俗称“勿以恶小而为之，毋以善小

而不为”，因此只要是对系统有利的，再小的事我们

也要做好它，只要是对系统有害的，再小的问题，我

们也要关注它，并及时解决了它，脱硫系统才会稳定

长周期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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