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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110 万 t/a 加氢改质装置的循环氢压缩机是离心式压缩

机，主要由背压式蒸汽轮机、离心式氢气压缩机、配套的

油泵系统及控制系统组成，整机额定功率为 1560kW。其

主要作用是将高压分离器顶部出来的循环氢增压后，一部

分与增压后的新氢混合，再与原料油混合；另一部分作为

冷氢送至加氢反应器各催化剂床层间。它能否长期平稳运

行，直接影响到加氢改质装置的长周期运行，也就直接影

响到企业的经济效益。

2 现状分析

根据实际运行数据统计，离心式压缩机非正常状况下

停机的原因主要有高位密封油罐液控失灵、透平机顶丝松

动、机组浮环密封故障、汽轮机轴封抽汽器负压不足等 4

项。

3 改进措施

3.1 高位密封油罐液控失灵的改进措施

联合仪表有关人员，加强对该仪表系统的定期维护；

提高岗位人员的操作能力；根据岗位人员操作经验，总结

出处理类似事件的方法，编制《压缩机高位密封油罐液控

仪表失灵的处理方案》并下发到每个班组，以提高非正常

条件下的应变能力。

按 N32 低凝汽轮机油的技术条件，在该油中加入适量

抗凝剂； 并对高位油罐及相应的仪表用紫铜管引蒸汽拌

热、保温，加强罐内封油的流动性，从而保障仪表系统的

灵敏度，解决高位密封油罐全天候安全运作的问题。

3.2 机组浮环密封失效的改进措施

加强封油回油系统的维护，要求岗位人员严格控制油

气分离器液位；采用紫铜管引蒸汽对易凝易冻的内环回油

管线及油气分离器伴热、保温，保证回油顺畅；对回油过

滤器及时清理，避免浮环积垢，卡涩。

积极从配件的采购入手，保证配件的质量；和钳工配

合提高装配精度。制定离心式压缩机组针对性检修方案供

钳工参考。若检修浮环时，发现“O”型圈老化失去弹性；

内浮环表面巴氏合金部分因腐蚀而脱落， 可更换相应配

件，保证机组正常运行。对机组消耗的 N32 低凝抗氨汽轮

机油进行了标定，目标值 15 升 / 天，改造前泄漏量 40 升 /

天，改造后 10 升 / 天。

由此看出，通过统计分析，有针对性的维护和检修，

大大改善了浮环密封的工作条件，不但使密封运转良好，

而且避免了不必要的浪费。

按 N32 低凝抗氨汽轮机油 6000 元 /t 的价格计算：

活动前每年：40 升 / 天 ×365 天 ×6 元 / 升 =87600 元

活动后每年：10 升 / 天 ×365 天 ×6 元 / 升 =21900 元

每年可节约：87600-21900=65700 元，仅此一项，可

节约资金 6.57 万元 / 年！

3.3 透平机汽缸套顶丝松动的改进措施

一是该顶丝为 M8 螺栓，刚度和强度较差，顶紧效果

不理想。二是调速器阀门结构中仅设计了 1 根顶丝。实际

顶紧时，由于活塞和缸套之配合间隙很小，当顶丝顶紧时，

缸套受力不均会使缸套顶偏。这样，就会引起活塞在汽缸

套中运动时发生卡涩，产生调速不稳的现象。

鉴于以上两点，借鉴新氢压缩机吸、排气阀外置顶丝

的结构，设计双顶丝结构，并用耐高温的 25CrMoVA 钢车

制成 M10 的顶丝及备帽。这样，不但增强了顶丝的强度，

而且使缸套在双顶丝的作用下，受力均匀，调速顺畅，可

以在不停机的情况下，安全、准确的解决问题。

3.4 汽轮机轴封抽汽器负压不足的改进措施

经过分析研究，决定从离心式压缩机组透平背压蒸汽

管线上（该背压蒸汽已和 1.3MPa 蒸汽系统并网）直接引

汽， 驱动轴封抽汽器，如图 1。这样，不但保证了抽汽器

的正常工作，而且使抽汽器摆脱了装置内的 1.3MPa 蒸汽系

统的影响。 

图 1  轴封抽汽器管线改造示意图

通过测量改造前后抽汽器的负压值作比较，真空度目

标值 0.01MPa，改造前真空度 0.008MPa，改造后真空度 0.012 

MPa。可以看出：经过改造的抽汽器负压明显增加，达到

并超过了目标值。并且使抽汽器摆脱了装置内的 1.3MPa 蒸

汽系统的影响。例如：装置内 1 处 1.3MPa 蒸汽出现砂眼，

蒸汽发生泄漏，不得不停蒸汽抢修。由于离心式压缩机组

汽轮机轴封抽汽器的运行已不受装置 1.3MPa 蒸汽影响，所

以，离心式压缩机组仍能正常运行，这样（下转第 2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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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层压力为 25MPa 时，水侵替换系数为 0.062，根据天然

气可采储量计算方法行业标准（SY/T6098-2000），各开发

阶段的水侵替换系数小于 0.4，表明建南飞三段水侵处于次

活跃水侵到不活跃水侵状态。

5 水侵方向

建 61 井在建 27 侧平 1 井大量出水后压力稳定、气产量

增加，水产量未增加。建 27 侧平 1 井在 2007 年 11 月见地

层水，见水后水气比增加，临井建 61 井在该井见地层水后，

气产量从 1×104m3 上升到 1.6×104m3，水产量约 2-2.6m3， 

井口压力约 12MPa。分析建 61 井地层水不会向高部位推进，

建 27 侧平 1 井地层水不是来自建 61 井。结合建 27 侧平 1

井与建 68 侧平 1 井气水性质不同，建 27 侧平 1 井地层水

不是来自建 68 侧平 1 井。最后结合老井建 27 井在试气过

程中即产地层水，而且建 27 侧平 1 井在试气过程中累计返

排量超过了入井液量，表明建 27 侧平 1 井附近存在沉积水

体。根据建 68 侧 1 井和建 61 井动态分析和气水数据表明，

二者附近也分别存在沉积水体。

建 27 侧平 1 井、建 68 侧 1 井和建 61 井三者附近的沉

积水体矿化度不同，分析原因可能为成藏过程中的溶蚀作

用不同形成的。

6 结论和下步建议

①建南南飞三气藏存在三种矿化度不同的水体；②建

南南飞三气藏地层水类型为层间水，生产动态和地质测井

解释均符合层间水特征；③建南南飞三气藏水体次活跃水

侵到不活跃水侵状态；④下步部署开发井位时应避开地层

水存在和水侵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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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经济效益计算

据统计数据显示，大修前，共发生 9 起非正常停机事

件，相当于平均每年发生 2 次，按每次 24h 计算，则：

大修后平均每天处理量（24h）=3300t/ 天

每吨原料油加工至成品油，其增值利润 =96.5 元 /t

大修后 4 年内未发生一次非正常停机，即此次活动减

少了 7 次停产损失，每次按停产 24h 计算，则每年挽回的

经济效益为：

3300t/ 天 ×96.5 元 /t×7 次 =222.915 万元

5 结束语

近几年来，石化行业已逐渐实现三年一修或两年一修，

改变了过去一年一修的陈旧管理模式，因此确保设备的长

周期运转，就意味着为企业多创效益。今后仍将继续努力，

总结经验并借鉴学习他人的管理经验，为保证企业的优质

长周期运转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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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225 页）采样口；所述快捷插头位于手柄底部与

1# 导管螺纹相接；所述 1# 导管、2# 导管与阀体进出口焊

接相接；2# 导管通过螺母连接过滤式调压阀进口，然后通

过 2# 定位隔板定位连接夹具，2# 定位隔板通过螺钉连接

凹型锁块，夹具与气体采样袋气嘴插入式连接。 

3.2 操作实施步骤

按压按钮下压阀杆，轴向移动控制指压阀组件，气路

开启，气体经过过滤和调压组件，进入取样袋与气体采样

袋气嘴插入式连接。

3.3 特点

该用于油田气检测的气体采样器改进后，防爆软管两

端安装嵌入式快捷卡扣耐压，拆装快捷，可单手控制对铝

箔气体采样袋充装作业。还可过滤油污及杂质进入铝箔气

体采样袋，调节设定铝箔气体采样袋安全压力，同时在采

样时，能够通过挤压橡胶填料纵向膨胀缩小孔径，锁紧插

入式铝箔气体采样袋气嘴，确保气体采集完整不外泄。

4 结论
通过对该气体采样器改进，使得气体样品采集检验分

析作业时更为方便。通过配备的压力表可以准确的采集气

样，不会造成超压过量，甚至导致气体泄漏，从而对人身

安全、环境造成影响，同时提高了样品采集效率，延长了

使用周期，降低了生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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