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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沙罐坪脱水站 50×10
4
m

3
/d脱水装置自运行以来 ,长期处于超高限处理 ,引起装置

跑醇严重 。经过计算 ,可以将原吸收塔的八层塔盘拆除一层 ,增加甘醇的沉降段距离 ,在保证

脱水装置的各相参数的情况下 ,同时保证甘醇的正常运行和解决跑醇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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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脱水装置简介

罐六井脱水站位于四川省开江县骑龙乡 ,站内

拥有改造原脱水装置而建成的处理量为 50 ×

10
4
m

3
/d国产脱水装置 1座 ,可对沙罐坪气田 11座

单井来气进行处理。该脱水装置主要包括天然气脱

水系统 、甘醇再生系统 、仪表风系统 、燃料气系统及

灼烧炉 、TEG储罐;采用三甘醇作脱水剂 , TEG循环

泵为能量回收泵;控制系统采用西门子自动控制系

统实现站内集中指示 、控制和报警;重沸器和灼烧炉

采用电子点火器点火 ,并用火焰监测系统对火焰进

行监测 。脱水装置设计操作参数见表 1。

表 1　沙罐坪脱水装置设计操作参数表

项　　目 50×104m3 /d装置

处理量 /104m3· d-1 40 ～ 60

操作压力 /MPa 6.0 ～ 7.45
进站温度 /℃ 10 ～ 30

甘醇循环量 /m3· d-1 0.207 ～ 0.345

甘醇损耗率 /kg· (104m3)-1 ≤0.15
甘醇再生温度 /℃ 200 ～ 204

贫液浓度 /(%) 98 ～ 99.5
富液浓度 /(%) 93 ～ 97

贫液入泵温度 /℃ 60 ～ 70

贫液入塔温度 /℃ 30 ～ 50

冷却循环水温度 /℃ <60
干气露点 /℃ <-5

2　装置甘醇消耗存在异常情况

罐六井脱水装置原料气设计处理量为 50 ×

10
4
m

3
/d,处理能力为 40×10

4
～ 60×10

4
m

3
/d,建站

以后每天处理沙罐坪气田 60×10
4
m

3
/d以上的原料

气。在实际运行过程中 , 如果处理量超过 60 ×

10
4
m

3
/d,则会造成装置跑醇严重。甘醇损耗严重的

主要原因是由于脱水装置处理量长期处于高限或高

限以上 ,导致气流速度较高 ,增大了甘醇携带量。

该装置从 2000年 12月 10日试运行 ,截止 2001

年 4月 30日完成了印证甘醇损耗与处理量 、操作压

力设置三者关系的实验 ,见表 2。罐六井脱水站共

生产 107.7d,处理气量累计 6 887.5×10
4
m

3
,截止

2001年 4月 30日 ,累计消耗三甘醇 2 071 kg,平均

每天消耗 19kg。损耗速率为 0.3 kg/10
4
m

3
,而正常

损耗量为 0.15 kg/10
4
m

3[ 1]
, 损耗量是正常情况的

200%。

表 2　试运投产期间处理量 、操作压力与甘醇消耗关系表

处理量
/104m3· d-1

49 ～ 51 61 64 68 ～ 70

TEG损失速率
/kg· (104m3)-1

无明显的
TEG损失

0.250 0.300 0.253 0.339

操作压力
/MPa

6.6 6.6 6.6 7.0 6.6



通过表 2可以看出:在设计值 50 ×10
4
m

3
/d的

情况下基本无跑醇现象 ,而到了高限和高限以上损

耗量就会超过允许的正常损耗量 0.16 kg/10
4
m

3
。

说明由于处理量的增加 ,气流速度增大是引起三甘

醇损耗的原因。

罐六井脱水装置运行初期的现状是:由于生产

任务紧张 ,沙罐坪气田的产气量长期保持在 61 ×

10
4
～ 64×10

4
m

3
/d之间 ,也就是说每两周就要损耗

230kg三甘醇。

3　吸收塔改造方案

根据原料气和需要的脱水后的干气含水量
[ 2]
,

由公式:

WN+1 -W1

WN+1 -W0

=
A
N+1
-A

A
N+1
-1

式中　A———吸收因子 , A=
L
KV
;

　　　L———三甘醇溶液循环量 , mol/h;

　V———原料天然气流量 , mol/h;

　K———气相中水气和三甘醇水溶液中液相水

之间的平衡常数 。

可以解得 N值 ,取吸收塔的塔板效率为 25%,

可以计算出在处理量为 50×10
4
～ 80×10

4
m

3
/d时

的塔盘数为 5块 。

一般规定 ,吸收塔的塔板间距不应小于0.45m,

捕雾器到气出口的间距不宜小于塔内径的 0.35倍 。

顶层塔板到捕雾器的间距不应小于塔板间距的 1.5

倍
[ 1]
。

目前第八层塔盘距离吸收塔顶部捕雾网的距离

现场测绘为 800mm,吸收塔的八层塔盘安装实际上

减小了最上层塔盘与吸收塔上层捕雾网的高度 ,减

小了甘醇的沉降段距离 ,增加了跑醇的可能性 。因

此 ,在 2004年该脱水装置检修期间 ,取消了吸收塔

最上层塔盘 ,并按照 JB82.2标准(渗水试验要求每

层塔盘渗水后 10 min内的液面下降高度不超过

5 mm)重新拆装了剩余的七层塔盘和吸收塔捕雾

网 。

4　整改后运行效果分析

鉴于在投产初期时罐六井脱水装置在高限处理

的情况下发生跑醇现象 ,本次检修以后的考核主要

是针对脱水装置在高限处理的情况下的吸收塔运行

效果 。

考核时间 2004年 9月 30日 ～ 10月 29日 ,考核

的相关参数见表 3。

a.通过表 3可以看出 ,脱水装置在 48×10
4
～ 62

×10
4
m

3
/d的处理量的情况下运行情况良好 ,虽然

拆除一层塔盘 ,但脱水后干气露点 、甘醇浓度等重要

参数均能达到设计要求 。

b.通过表 3可以看出 ,考核期间 ,甘醇加注的总

量为 280 kg。 10月 1 ～ 22日 , 在操作压力为 6.6

MPa的情况下 ,只向装置内补充 50 kg甘醇 ,甘醇损

耗率为 0.038 kg/10
4
m

3
,比之装置建成试运投产初

期的甘醇损耗率大于 0.15 kg/10
4
m

3
,改造效果相当

明显 。

c.2004年 9月 30日 ～ 10月 29日 ,罐六井脱水

装置共处理天然气 170 9.8×10
4
m

3
,按照正常损耗

率 0.15 kg/10
4
m

3
计算 ,该段时间脱水装置的正常

最大甘醇损耗量应为 256 kg,在 2004年 10月 1日

～ 17日操作压力降到 6.4MPa之前 ,脱水装置累计

处理量为 956.1×10
4
m

3
,该段时间脱水装置的正常

最大甘醇损耗量应为 143 kg,而该段时间的甘醇加

注量为 50 kg,平均甘醇损耗率为 0.038 kg/10
4
m

3
,

小于设计最大正常甘醇损耗量。

d.从两次操作压力调整上可看出 ,当操作压力

从 6.6 MPa调整到 6.5 MPa时 ,闪蒸罐和缓冲罐的

液位总量相对稳定 ,没有较大的甘醇损失;吸收塔操

作压力调整到 6.4 MPa时 ,闪蒸罐和缓冲罐的液位

总量在逐渐减少 ,说明在 6.4 MPa的操作压力情况

下 ,部分甘醇被天然气带出吸收塔 ,使得甘醇的损耗

量增大。因此 ,在处理量大于 50×10
4
m

3
/d时 ,该站

吸收塔操作压力应设置为大于 6.5 MPa,以降低天

然气携带甘醇能力来降低甘醇损耗量。

5　结论及建议

a.对吸收塔的改造成功地解决了脱水站跑醇的

问题 。

b.罐六井脱水装置在操作压力大于 6.5 MPa、

处理量为 60×10
4
m

3
/d以下时 ,装置的甘醇损耗满

足设计要求;若处理量保持 50×10
4
～ 60 ×10

4
m

3
/

d,吸收塔操作压力低于 6.4 MPa时 ,天然气携带甘

醇能力增加 ,装置甘醇损耗大于设计要求 ,装置将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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