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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甲醇洗工艺是比较常用的净化工艺，这项工艺

可以有效的进行净化，同时这项工艺也被广泛的应用，

特别是当前许多化工企业也在积极的应用这项净化技

术。低温甲醇洗工艺是针对酸性气体的一种净化工艺，

它属于一种物理吸收方法，是由德国的一家名为鲁奇的

公司研究出来的。甲醇有一个十分有利于净化酸性气体

的物理特性：在 -60℃低温附近时，甲醇对酸性气体有

着极强的溶解能力。而低温甲醇洗工艺就是擅用甲醇在

低温条件下的特性，将其用于酸性气体的净化工作之中，

充当酸性气体的吸收液，它被广泛的应用于对原料气体

中含有的 H2S、CO2 和有关的有机硫等杂质的分段选择

性的吸收工作之中。甚至大部分的以渣油和煤充当原料

的合成甲醇设备都应用着低温甲醇洗工艺。不仅如此，

在合成氨、羟基的合成、工业造氧气、城市的煤气以及

有关天然气的脱硫工作，上述工作装置也离不开低温甲

醇洗工艺的应用。迄今为止，已有上百套的大中型酸性

气体净化工作装置运用此种工艺，该工艺流传于我国乃

至国外，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出发进行论述，主要

包括：低温甲醇洗工艺、操作要求、低温甲醇洗工艺中

产生影响的变量，希望本文内容能对相关领域有所帮

助。

1 低温甲醇洗工艺

低温甲醇清洗工艺主要目的就是通过利用甲醇在一

种高压、低温条件下对于酸性气体进行溶解程度较强的

净化处理特性，以甲醇为吸收液的主要原材料对于原料

净化气体中的酸性气体进行溶解净化，大多数情况下都

被广泛应用于净化空气中的 CO2 和 H2S 等处理中。亨利

定律主要是指在低温下进行甲醇清洗工艺时从物理上吸

收气体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支撑，在亨利定律中气体在

溶液中的可溶化程度与其中的气体分压有着成正比例的

关系， 当气体的压力增大时，其对溶液中气体的溶解度

就越强，利用这一原理就可以通过调整气体的压力来对

气体进行吸收以及解吸工作。

2 操作要求

甲醇洗工艺主要依靠的是温度和压力两个变量来进

行后续操作，所以对温度和压力的要求非常严格。CO2

和 H2S 等比较容易的气体，当温度越来越低时，在甲醇

中的溶解度增长的就越快；同理，当压力越来越高的时

候，溶解度增长速度也会大幅提升。相比之下，H2 和

N2 这类气体的溶解度几乎不会产生变化。所以当控制了

温度和压力两方面变量之后，甲醇在对酸性气体组分净

化时的选择性越来越高。

2.1 压力要求

低温甲醇洗工艺之中，最关键的部分就是对压力的

控制，在对整个系统的压力水平进行安排的时候，高压

是促进吸收的最佳选择，低压对 CO2 及 H2S 的解吸工

作起到促进的作用。对掌控压力这个变量从而对气体的

吸收与解吸工作进行控制就是低温甲醇洗工艺工艺的内

容，其取用了分段吸收以及解吸的方法，在传递过程中

有效避免了表面的推动力流失的现象。下面这三点注意

有利于更好的掌控吸收压，提升吸收的质量以此更好的

符合工艺的要求：

①稳定装置后，以增多气量的方法来总体提升系统

的工作压力；

②当出现供气量不足的问题时，可以通过对吸收气

体出口处的调节阀进行调小处理，来达到降低压损的目

的；

③要及时在系统前负荷出现比较大的波动或者在系

统后倒换压缩机时，对吸收塔气体进出口处的调节阀进

行调小的处理，避免出现压力过低的情况。

2.2 温度要求

影响甲醇净化效果的一大因素就是温度。无论是酸

性气体在甲醇在的溶解度还是达到气液平衡状态下酸性

气体在气相的分压效果，以上两者全部属于温度的函数，

而低温甲醇洗是否能达到一个好的净化效果，脱离不开

上述两者的要求，也就是无法与温度脱离干系。根据温

度与酸性气体在液体之中的溶解度成反比例关系这一条

件，我们可得出低温的环境更有利于气体净化工作的进

行。而对于吸收液甲醇来说，其蒸汽压同样属于温度的

函数，在温度高的条件下，甲醇的蒸汽压也随之增大，

与之相对的，损耗的甲醇量就会更多。所以保持净化过

程中的低温条件对吸收效果和甲醇损耗两方面来看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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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的益处，对于如何实现对温度的更好的控制可参考

下面几条：

①完善甲醇的吸收制冷装备和工艺手段，为其提供

更好的制冷条件；

②将甲醇减压闪蒸后的气体压力降到最低，提升节

流闪蒸的制冷质量，增强对系统的制冷供给；

③在甲醇洗装置和工艺可以平稳运行的情况下，将

丙烯循环至甲醇洗装置的气、液体的状态维持再低温条

件之中，来供给系统的制冷量；

④维持工艺正常运行的同时，对丙烯压缩机加强负

荷，调整丙烯蒸发压力到最低，从而保证丙烯制冷的质

量和效率；

⑤对丙烯冷冻系统进行制冷补充，加强氮气的流量。

3 低温甲醇洗工艺中产生影响的变量

3.1 甲醇循环量

粗煤气大部分情况都是原煤在煤制天然气工艺的气

化炉反应过程中释放出的，之后通过变换反应的作用

（CO+H2O=CO2+H2) 在低温甲醇洗工艺中对粗煤气进行

净化剔除 CO2 和 H2S 的作业，只有当净化气中的含硫量

在 200×10-9 的标准以下时，才可以对后续大量的甲烷

化反应就行操作。在甲烷化反应进行中，粗煤气的成分

随之产生变化，特别是 CO2 部分的含量变化在低温甲醇

洗循环量的工作中有着显著影响：变换炉内平均每增加

10000Nm3 入炉气量就会相应的增加 1200~1500Nm 3 的

CO2 的气体含量，而更多的 CO2 量代表着需要更多的甲

醇循环量。由此可见，在低温甲醇洗工艺中粗煤气的组

成成分也对其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3.2 压力值

当粗煤气承受更高的压力时，它在甲醇之中的溶解

度也会大大提升，利用高压可提升吸收效率。在工艺进

行过程中，无论是能耗问题、净化气体产生的甲醇损耗

还是设备的强度和材质等相当多的方面都需要在合适的

压力值，只有压力值达到恰当的水平时才能有效的保证

净化工作的效率和质量，而这个压力值在吸收过程之中

应保持在 3.45~3.55MPa 的区间内。

3.3 温度环境

由于不同气体在不同温度条件下的溶解度变化比较

明显，所以温度在低温甲醇洗工艺中也占据重要的一部

分。在对酸性气（CO2、H2S）的吸收和解吸的过程中，

对于温度的调节要根据吸收剂、吸收介质具体的溶解

度、吸收后要达到如何的效果等多种因素进行判断。本

文所阐述的低温甲醇洗工艺是利用了甲醇在低温条件下

对酸性气体的溶解净化，吸收过程会产生热量，可以结

合具体的吸收前后的温度变化率对吸收的效果进行见判

断。

3.4 贫甲醇的纯度

贫甲醇是一种泛指在热再生塔中对贫甲醇进行了再

生，其精甲醇可以通过在吸收塔中充当高浓度的精甲醇

来进行循环再生和利用，低温时采用的甲醇清洗工艺运

行状态与所使用的吸收剂贫甲醇的净化程度有着直接关

系。分析贫甲醇中含硫量和含水率是精馏塔工艺中需要

进行分析的主要指标，两者成分和含硫率变化都将对整

个贫甲醇清洗装置的正常运行状态产生很大的影响，因

此我们必须严格地掌控贫甲醇中含水率和含硫量，必要

时我们还可以通过利用精馏塔这一指标降低贫甲醇中水

含量和硫含量。

4 结语

通过以上我们可知：低温甲醇洗工艺的各个需要注

意的问题有如下几个：要合理完全的利用压力对其的影

响，要进行合理的压力安排，以此提升对酸性气体的吸

收解吸质量和效率，得到更好的净化效果；合理的温

度控制也是必要的，在合适的温度条件下要进行对 CO2

和 H2S 的分段吸收，可以分段再生吸收液。本文主要探

讨了低温甲醇洗工艺、操作要求、低温甲醇洗工艺中产

生影响的变量，当前我国的低温甲醇洗工艺还在起步阶

段，相比较于发达国家来说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在工艺

发展和技术方面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特别是我国的化

工企业要积极的引进先进的技术，学习发达国家优秀的

经验，结合当前发展的实际情况，将先进技术有效的结

合进来。希望以上内容能对相关领域有所帮助，同时希

望以上内容能对相关领域和单位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和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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