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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分离与液化设备术语讨论

李铁林
’

(四川深冷设备研究所 )

摘 要 我国 天然气分 离与液化技术的 发展促使该技术国 内外交流 日益增 多
,

故对专 业 术语

的 统一
、

规范就 显得十分必 要
。

文章讨论 了天 然气
、

天 然气分离
、

天 然气液化
、

天然 气分 离与液化技

术中温度级 别的 划分
、

天然 气预处理
、

天 然气干澡
、

贫气与富气
、

干燥 气与湿 气
、

轻烃 等术语的含义
,

使之更加科 学
、

统一
、

规范
、

准确
,

以利 于 国 内外技术交 流
。

主题词 天然气分离 天然气液化 技术术语

随着我国天然气分离与液化技术 的发 展
,

国内

各单位
、

部 门
、

行业之间及国际交流 日益增多
,

专业

术语的统一
、

规范是十分必要的
。

笔者在参 加机 械部行业 标准《天然气分 离与液

化设 备术语 》的编写过程中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
,

有

不少共同认识
,

也存在一定的分歧
,

实际上无论在国

内或国外有关文献资料中也存在这种情况
。

美国在

本 专业中技 术术语 见 G PS A 手册 〔” .

在 G Ps A 手册

编制中
,

容纳了众多的公司及权威人士的意 见
,

但该

手册 与其它文献中的用语也并不完全一致
,

与我国

石油行业的标准或习惯用语亦不完全一致
。

笔者认

为
,

G PS A 手册的某些词条释意也还值得推敲
,

它对

同一词 条在不同章节中的释意也不一致
。

鉴于上述

原因
,

使编制工作产生了一定的难度
,

因此有必要将

编制中对某些问题的考虑提 出来
,

以期交流
、

讨 论
,

这对我国天 然气分离 与液 化技术 的发展 会有所稗

益
。

天然气 (n a tu r a l sa s )

对天然气的理解大体上是一致的
.

但存在含义

的确切性与使 用上的差异
,

主要分歧在天然气是否

包括 伴生气
,

文献〔l〕认为天然气是
“

石油的气态形

式
” ,

文献〔2 〕认为是
“

石油采出后的气相部分
” ,

两者

均把石油伴存的气体叫天然气
。

文献〔19〕亦将油田

气 (伴生气 )划属天然气
,

而文献〔3〕则将
“

与未加工

石油 伴存的气态通常称为石油伴生气
” ,

把
“

从气 田

获得的气态产物通常称为天然气
” ,

由
“

从天然气和

伴生气 (fro m n a t u r a l sa

ses
a n d a ss o e ia t曰 sa

ses )
”

这一

提法可以看 出文献〔们亦认为伴生气是不属天然气

的
,

文献〔5〕与文献〔4〕的提法相同
。

从矿藏特点看这

些气态产物确实存在与石油 伴生的区别
,

然而一旦

它 们被采出
.

在集气
、

输送
、

加工
、

分配
、

管理等各环

节就难于分辨它们的出处
,

它们有共同的特点
:

即天

然形成
,

储于地下
,

混 合气体
,

通常可燃
。

基于此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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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6 〕把天然气概括 为
“

在 不同地质条件下生成
、

运

移
,

并以 一定压力储 集在地下构造中的气体
” ,

并把

伴生气和非伴生气均 划属天 然气 的范畴
’ ; C E R an

-

da ” 公司也是从这 一角度出发定义天然气
: “

出自地

下
” “

虽然天然气作为气体在一定压力下存在于地面

之下 的多孔 岩 石中
,

它 常常也溶 解在 石 油和凝 液

中
”

“ ;
文献〔7〕引用美国矿务局石油和天然气分部

推荐的天然气定义是
: “

在地面下孔隙性地层发现的

天生的烃类和非烃类混 合物
,

它常常和原油伴生在

一起
” ,

文献 〔7 〕认为
: “

开采原油得到的天然气
,

称油

田伴生气
.

但从天 然气的 定义看
,

它们仍属于天 然

气
” 。

笔者认为
,

四 川石油管理局编的《天然气工程手

册》
、

e E R a n d a 一l公 司资料和文献 〔7〕的定义 比较 确

切
,

并将天然气归纳为
:

以一定压力储集于地下构造

中的气体混 合物
;
通常其主要组分是烃类

,

还可能含

有非烃组分
;
天然气是石 油伴生气和非伴生气的总

称
。

这里
,

天然气虽是一个总称
,

但不排除进一步明

确它的分类的称呼
,

石油 伴生气亦称油 田伴生气
、

伴

生气
、

油田气
、

石油气
、

油井气
,

非伴生气则包括气田

气 (气井气
、

气井天然气
、

纯气 田气 )和凝析气 田气
。

天然气组分及其含量的多变也使我们无法从这

方面给天然气一个确切的 定义
,

正如 C E R an da fl 公

司所言
: “

没有一种组成或混合物能够代表天然气
” .

只是通常其主要组分是烃类
。 “

通常
”

一方面表示在

绝大多数情况下它是含烃的
,

其含量往往也很大
,

这

正是我们利用
、

加工它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也

意味着不 可能用是 否含烃或 含烃多少来判别天然

气
,

当其非烃组分如 N :

或 c o :

含量高达 90 % 时
,

也

应视为天然气
。

综合有关文献报道
,

天然气所含的烃

类主要是烷烃
,

还 可能发现有烯烃
、

环烷烃和芳烃
,

其非 烃组 分 一般 有 H Zo
、

N Z 、

e o : 、

H Zs 和 少量 c o
、

0 2 、

H Z 、

A r 、

R S H
、

COS
、

C S , 、

5 0 : 、

H g 等
。

天然气分离

(n a tu r a l g a s s e Pa r a t io n )

将天然气分离成各种产品的过程
。

这里的分离

(s e p a ra t io n )含 有 提取 或 回收 之意 (r e e o v e ry
, e x t ra e -

tio ni ng )
,

这是 一个 问题 的两种提 法
,

对天 然气 而言

是分离它为产品
,

对产品而言是从天然气中提取它
、

回收它
,

只是分离更具概 括性
,

提取更具针对性
.

两

种提法在有关文献中均大量使用
。

既然如此
,

采用何

种提法更合适呢 ? 作 为气体混合物天然气和空气是

一致
,

在空气分离 中过去人 们常把从空气中获取氧

的气体机械称为制氧机
,

但随着工业和技术的发展
,

仅仅获取氧已不再是制氧机唯一的 目标和可能
,

它

也是获取氮
、

氢
、

氖
、

氦等产品的有效手段
,

这时再用

制氧机来概括其功能 已不尽合理 了
,

从而产生了空

气分离设备这一概念
。

如文献 〔6 〕所下的定义则更具

概括性
,

并更准确地表达其功能
,

国内外也普遍采用

这一称呼
。

按照机械工业部的观点
,

无论是空气
、

天

然气或焦炉气
,

一些石油化工气体都属 多组分气体
,

以这些气体 为原料制取各种产品的气体设备均属气

体分离设备“
‘ 。

由此
,

我们亦采用天然气分离来概

括其过程的功能
。

当然
,

在强调分离的概括性时
.

也

不排除使 用有针对性 的提法
,

即以 获取 的主要产品

为目的提法
,

只是认 为它应属 于天 然气分离的范畴

而 已
。

对气体分离而言
, “

采用低温液化精馏分离的方

法
” ,

也未排除采用
“

分子筛变压 吸附法
”

和
“

膜分离

技术
”

等等
“ . ‘ 。

这说明为实现某种 目标而采用的技

术手段不再是唯一的
,

尽管如此
,

物理分离仍然是其

基本方法
,

低温分离仍处于主导地位
,

间或辅以其它

方法
,

如在天然气预处理中采用化学 吸收过程脱除

H Zs 和 c o , ,

在空气分离设 备的提氢过程中使用加氢

催化脱氧等
。

由上可见
,

气体分离设 备是由若干单元

过程组成的一个完整工业装置
,

这 种分 离并不是局

限于化工单元过 程分类 中的那种相分离
。

天然气液化

(n a tu ra l g a s liq u e fa et io n )

将天然气变 为以甲烷 为主要组分的液 体过程
。

工业规模的天 然气液 化有两种基本类 型
:

基本 负荷

型 (b
ase 一o a d )和调 峰型 (pe a ks h a v in g )

。

无论 那种类

型
,

都采 用低 温技 术使 其变成液 体
。

液 化天 然气

(L N G )的主要组成是甲烷
,

实际上它还可能含有乙

烷
、

丙烷
、

丁烷
、

氮
,

常压沸点按甲烷是一 ! 61
.

5 刃
,

此

即通常认 为的 L N G 常压储运温度
,

但它 不代表液 化

过程的温度
。

液化过程常 伴有分离过程
,

但过程进行

的最终 目的是 为了得到 LN G
,

虽然可能同时也获得

了 N G L 等产品
,

如同我们把天然气提氮视为天然气

分离而不认为它是天然气液 化一样
,

即使在提氦过

‘
天然气工程手册 (上册 )

,

四川石油管理局编
.
19 8 2 年

。

‘ , c E Ra
n
da ll公司资料

,

19 8 5 年
。

, , ‘
中国气体分离及液化设 备工业发展史

,

机械工业部石化通用机械工业局编
,

1 98 6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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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也有 甲烷的液化
,

甚至这 种液体也可作为产品

出售
。

天然气分离与液化技术中

温度级别的划分

天然气分离与液化技术中广泛采用低温方法
,

在有关文献中也经常见到
“

低温
” “

深冷
” “

制冷
” “

浅

冷
”

等提法
,

这些提法是否有具体的温度划分含 义 ?

这 种划分 是否与通常的温度 划分相 一致? 按文 献

〔8 〕的定义
: “

制冷及低温技术 指用人工的方法使 某

一物体或空间达到并保持所需要的低温
”“

按照现在

的概念
,

是将环境温度到 1 2 O K 划归制冷技术领域
,

而将 120 K 以下划归低温技术的领域
”“

制冷技术与

低温技术的区别不仅体现在温度 区间的不 同
,

它 们

所使 用的工质及 用来获得低 温的方法也 是不一样

的
” 。

由上可知
,

制冷技术与低温技术是两个不同的

领域
,

以 1 20 K 为界
,

在制冷技术 中主要是 相变 制

冷
,

而在低温技术中是通 过气体工质的绝热 膨胀达

到并保持低温
,

或使气体液 化
,

显然
,

对天然 气分离

与液化无法适应这一划分
,

以此标准划分无 法明确

在获取低温与加工深度上的不同
。

正如 C E R a n d a ll

公司所说
: “

低温工程是与很低的温度的产生与效应

有关的一个科学分支
,

对科学家而言
,

低温范围通常

是低于一 150 下 (约 一 1 00 C )
,

但天然气加工通常将

低于 一 50 下 (约一 朽℃ )视 为低温
,

这个温度接近丙

烷 制冷的最低温度
” ;文献 〔l〕是这 样定 义低温设 备

的
: “

在很低的操作温度下 (一般低于一 50 下 )可以生

产包括 乙烷在内的天然气液体产品的一种气体加工

设备
” ,

文献 〔5
,

20 〕提 出一 相℃的温度级别
,

文献〔g〕

在归纳 美国气体低温 加工技术方 法是从 一 相℃开

始
。

不 同的温度级 别还意 味着经济 地选用 不同材

质
。

虽然各国在划分低温容器的温度上有所不同
,

如

美国按一 20 下
,

我国及原苏联按 一 2 0
’

C
,

但大多在一

礴S C 以 下使用低合金钢
,

更低时使用高合金钢和 铝
。

由此可见
,

用一 45 ℃来划分天然气分离 与液 化

中的温度级 别是 比较适 宜的
.

可以 反映出加工深度

的不同和用材上的不 同
,

虽然还不能明确地 反映出

在获取低温方法上 的区别
,

这是与科学 界划分温度

出发点的不同之处
。

如对天然气液 化
,

特别是基本负

荷型天然气液 化通常使用复叠制冷循环 (ca sca de )或

混合冷剂循环 (MC R )
,

而这些循环均为相变制冷
,

但

从天然气液 化过程的温度看
,

将其 划为低温 范围还

是没有矛盾的
,

在天 然气低温分离 及调峰 型天 然气

液化中则普遍使用了气体的绝热膨胀
。

由此笔者建议
,

在天然气分离与液 化中
“

普冷
”

与
“

浅冷
”

同义
, “

低温
”

与
“

深冷
”

同义
,

虽然国外有关

文献中的用词并不一致
。

制冷与低温在用作把低于

环境温度的范围划为两个不同的领域时有不同的含

义
,

代表不同的低温区间
,

有专 用性
,

然而也常常把

整个低于环境温度的范围笼统地用制冷和低温来表

达
,

而 不管其温度低 到什么程度
,

这 时 又有其通用

性
。

如常见的
“

获取低温的方法
’

川制冷循环
’
川低温试

验洲低温材料
”“

低温加工
”

等
,

这里的低温或制冷就

只是相对环境温度而言
。

天然气预处理

(n a t u r a l g a s Pre e o n d itio n in g )

清除原料天然气中的各种杂质
,

使其符合规定

要求的过程
。

这里的预处理是相对于下游过程而言
,

是原料天然气进入低温系统前清除各种有害杂质的

总称
,

如 c E R an da ll 公 司所述
: “

进 口气经预处理脱

除水和其它 杂质
,

这些杂质可能导致 问题
” “

天然气

低温加工首先要考虑的是杂质
,

这些杂质是水
、

二氧

化碳
、

硫 化氢
、

氮
、

重烃
、

污物
、

锈皮
、

原油
、

盐水
、

蜡或

润滑油
” ,

文献〔l们认为
: “

进入设 备待液化部分的天

然气 必须经过净 化
,

即脱 H ZS
、

水
、

二氧化碳和硫醇
,

因为这些组分在低温下会冻结而引起堵塞
” ;天然气

总是 被水饱和的
,

水是天 然气低温加工中的一个重

要杂质
,

天然气干燥 是天然气预处理的一个主要过

程
,

但不是预处理的全部内容
,

经预处理的杂质含量

应满足 下游工 艺的要求
,

如通 常要求水 为 ! PP m
、

H Z S 为 4 pp m
、

e o :

为 5 0 p p m (文献〔2 0〕为 9 0 p pm )

等
,

才符合规定要求
,

预处理应清除的杂质种类及清

除 的深度主要取决于具体的进 料情 况及流程要求

等
,

有些杂质应在预处理中清除 ;有些则可能在下游

工艺 中清除
,

如文献〔12 〕所说
: “

这些非 目标组分的

存在
,

或使气体进一步加工工艺过程产生困难
,

或者

对加工的产品在技术条件上是不允许的
,

在天然气

液 化和分离装置中净 化系统或 安置在提取 系统之

前
,

或放在精馏系统之后
” ,

我们把前者视为预处理
,

而把后者视为产品后处理
; 天然气中的 某些组分有

时被作为杂质予以 清除
,

有时或同时被 视为目标组

分而要加以 回收
,

如重烃
、

氮
、

二氧化碳
、

硫 化氢
。

对预处理与净化的含义及使用在一些文献上并

不一致
,

文献〔! 2〕定义的净化是
“

非 目标组分从气体

或液体混 合物 中脱除的过程
” .

文献〔l田把干燥
、

脱

硫
、

硫回收
、

提氦
、

天然气液 化等均列入
“

预处理和加

工
”

的范围
,

文献〔2 0〕称脱硫
、

脱二氧化碳为净化
,

文

献〔l〕把脱除酸性组分称烃处理
,

文献〔2〕称天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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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化是
“

使其符合产品的标 准或管输要求
” ,

四川石

油管理局天然气研究所
‘

和文献〔15 〕的定义分别是
“

将含硫天 然气转变为合格的商品天然气所涉及的

工艺
”

与
“

脱除气井天然气中的有害组分使之达到某

项 标准规定指标的处理过程
,

一般气质标准按照适

应管输工艺
、

防止腐蚀及符合民用要求来制定
” 。

笔

者认 为各种有害杂质的清除均 可划属净化范围
,

这

与文献〔13 〕的化工中净化的意义相一致
,

预处理
、

后

处理 只是按流程顺序对净化的一种划分方法
。

天然气干燥

(n a t u r a l g a s d e hy d r a tio n )

采用吸附的方法清除原料气中的水蒸汽
,

使其

符 合规定要求的过程
。

如前所述
,

天然气干燥是天然

气预处理 的一个主要 内容
,

天然气干燥主要针对的

杂质是水
,

用吸附法干燥原料天然气是天然气低温

加工 中普遍采用的最有效的方法
,

这与空气 分离与

液 化中普遍使 用吸附法清除水和二氧化碳相似
.

在

天 然气分离中虽然也有使 用加注 防冻抑制剂的办

法
,

但其使用范围和要求有较大限制
.

故文献 〔l的认

为
: “

笔者倾向于在低温操作中使 用干燥剂防止水合

物 生成
,

不主张注入某种抑制剂
” ; 吸收和冷 冻方法

可视为是一种辅助方法
,

它 们主要还是为满 足天然

气集输的要求
。

在用词上 虽然干燥 与脱水均可用

De hy d rat io n 表达
,

但在化工中二者是两个不 同的概

念
,

按文献〔16〕的释意
,

脱水是指脱除水和物 中的水

而不是混 合物中的水
,

因此不宜将二者同义使用
。

说
。

如四 川石油管理天然气研究所是将含氦量大于

0
.

1% m of 的天然气视为富氦天然气
; 文献〔17〕引用

1 9 6 0 年美国氦气法 的规 定
,

凡氦含量 在 0
.

3 % (I,)

以上的天然气均 应提取
.

这大约意味着此为富氦天

然气
;文献〔1 8〕则有富二氧化碳天然气的提法

。

即使

以烃类 为其回收 目标
,

对于仅回收 c 3

烃类的天然

气
,

用 G PM 值表示其贫富也还不那么直观
。

综上所

述
,

尽管各种文献对贫富判别的出发点不同
,

但都是

按是否有提取价值的 目标组分来划分
,

且有贫富对

应之意
,

习惯上都指原料气
,

c E R an da ll 公司和其它

许多文献普遍把文献 〔1〕所述的这 种天 然气称为残

气 (res id ue g as )
,

有 的称为干气
,

当其符合有关规定

要求时 (如燃烧值等 )则称为商品气 (sa le g as )
。

由上我们可把贫气确定为含 目标组分很少无回

收价值的天然气
;而将富气确定为适于用作气体加

工设 备的进料
.

以 回收其 目标组分的天然气
。

是否有

回收价值主要取决于技术与经济的可行性
,

虽然还

没有适用于各种 条件下的判断标准
,

但对于某些 目

标组分也还有一个公认的
、

大致的界限
。

干燥气 (d ry g a s )和湿气 (w e t g a s )

贫气 (le a n g a s )和富气 (r ie h g a s )

文献〔!〕对贫气有两种释意
: “

¹ 在气体 加工设

备中回收 N G L 之后残 留的气体
; º 含 N G L 很少或

含有 不能再 回收 N G L 的
、

未被 加工 的气体
” 。

富气

为
: “
适合作气体加工设 备的原料

,

并可从这种原料

中提取产品的一种气体
” ,

同时它提出可用 G PM 值

作为判断贫与 富的标 准
; C E R an da ll 公 司则将 G PM

) 3
.

5 的视为富气
.

反之 为贫气
; 而文献〔2〕和四 川

石油管理局是 以 c 3十 含量作 为判断标准
。

即上述的

判断 标准均以 天然气中 c Z + 或 c 3 十
烃类组分 含量多

少来划分的
,

如 文献口〕所说
: “

为方便起见
,

人们总

是习惯把含天然气 液烃 组分多的称为富气
,

把 含量

少的称为贫气
” 。

笔者认为这种贫富的概念可延伸
,

对天 然气而言从 中可提取的 目标组分大量 的是烃

类
,

但确实也有可能是 非烃 组分
,

这时也有 贫富之

文献〔l〕对干燥气的译意是
: “

¹ 用干燥过程减

少了水分的气体
; º 含有很少或不含有可供工业 回

收为液态产品的气体
,

在后一场合最好叫贫气
” 。

它

对湿气定义为
: “

¹ 含水的气体或未被干燥的气体 ;

º 与 富气同 义的一个术 语
,

还 指未 回 收 产品的气

体
” 。

文献〔2〕和四川石油管理局对湿气的定义与前

述富气相似
,

即文献〔l〕之湿气的º 译意
。

笔者认为
,

w et 主要还是指潮湿
、

水
,

虽然也有含大量石油气之

意
。

c E R a n d a 一 公司及其它一些文献也多用 R ie h g a s

表达富气
,

即人 们经常和明确使用的还是上述¹ 译

意
,

可不采用双重含义
,

这样将贫富对应
,

干湿对应
。

为此可将干燥气确定为经干燥处理
.

水蒸汽含量符

合要求的天然气
。

而将湿气确定为未被干燥的
,

或其

水蒸汽含量不符合规定要求 的天然气
。

如前所述
,

在

天然气液化中通常要求干燥气含水量 ( 1 PP m ,

在天

然气分离中视过 程温度的不同其要求 可能有 所降

低
,

但实际上都争取达到尽可能低的水露点
。

轻烃 (一ig h t hyd r o e a r b o n )

指甲烷
、

乙烷
、

丙烷
、

丁烷这样的低分子量烃类
。

该定义取 自文献〔1〕
,

意 即在天然气所含的烃类

组分中这部分是较
“

轻
”

的
、

易挥发的
,

自然包括其最

,

天 然气净化加工利用情报调研集
,

四川石油管理局天然气研究所
, 19 9 2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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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
”

的甲烷
。

轻烃与 N G L
、

L PG 虽有联系但也不是

一个概念
,

按照文献 〔l〕的划分和定义
,

N e L 为 e Z

一

e ,

的烃类 液体
,

即包含有 L p G 和天然汽 油 (n a t u ra l

g a s o lin e )的组分
,

LP o 的主要组分是 e :

和 e 。
(有的

把 c :

或 c ;

也称液化 石油气
,

有的把炼厂中含烯烃

的亦 称液化石油气 )
,

天然汽油 的主要组 分是 C 。+ ,

稳定凝析液主要是有饱和蒸汽压要求
。

上述这些术

语在国妙普遍使 用
,

在国内也越来越多地被接受
,

只

是在使用中有不确切之处
。

顺 便指出
,

有些术语 由于翻译或其它原 因而造

成提法上的不一致
,

宜统一为好
。

如制冷与致冷
,

制

冷循环与冷冻循环
,

膨胀机和膨胀器
,

透平膨胀机与

涡轮膨胀机
,

复叠制冷与阶式制冷
,

调峰与削峰
,

高

峰与负荷
,

解吸与脱附等
。

对于透平膨胀机及许多相

关 术语 在文献 〔6〕中 已有 明确规定
.

在天 然气加工

中
,

当流体为原料气 (或其汽相 )时称进 口膨胀机
,

当

为残气时称出 口膨 胀机
,

当膨胀机拖动的制 动端 用

以提高工艺流体的压力时称该端 为增压机
,

如该工

艺流体 为原料气时称进 口 增压机 (前增压 )
.

如为残

气时称出口 增压机 (后增压 )
,

其它还有回流膨胀机
、

回流增压机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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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 5 井气举复活获气 20 万 m 3

四川石油管理 局川西南矿 区自 25 井 !” l年完钻
,

初试产能达 40 多万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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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层压力达 2 3
.

64 M Pa
。

但三年多来相继 开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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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 通气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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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获气量 20 多万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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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 8 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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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 a d u a te d in th e c r y o g e n ies o f X ia n C o m m u n ie a tio n U n iv e rs iry in 19 6 5 ; H e 15 e n -

g a g e d in r e fr ig e r a tjn g
, e r y o g e n ics a n d th e d e sig n s o f g a s se pe r a t io n a n d Iiq u e fa e tio n fo r a lo n g te rm ; H e w o n th e Se c -

o n d a w a rd s o f the s ta te a n d m in is rr y
,

th e firs t a w a r d o f S ieh u a n Pr o v in e e , a n d Pu b lish e d so m e Pa pe rs in th e
pe r i浏 i

-

ca 15 a t h o m e a n d a broa d
.

A d d :
(6 4 14 0 0 )J ia n s he R d

,

Jia n y a n g C ity
,

S je h u a n
.

W u W
e n 一

y a n g (
离
及, 汉th“邺t 肠t护口友湘, n l,

以叱咖 )
,
H u a n g Y o n g : R E FO R M A N D CO MPL E T E N E S S O F O IL E N T E R

-

PR IS E D E PR E C IA T IO N S Y S T E M
,

N G I 1 4 (6 )
,

1 9 9 月: 7 3 一 7 4

A B S T R A CT :

Lo w e r d e Pre e ia tio n r a te
. u n ita r y d e p re e ia tio n m e thod

,

w 万th o u t e o n s id e r in s fa e ilities in v is ib le

a br a io n a n d te m po r a l v a lu e o f u se d e a P ita l
, c u r re n ey in fla t io n a s w e ll a s th a t im e o m Ple te d ePre e ia tjo n sy s te m m a k e s

th e e n te r Pr jse s u n a b le to a d o Pt fle x ib le
, e ffe e t iv e a n d e o m Ple te d e Pre e ia tio n 因tte r n to e x tr a c t d e Pr e c ia tio n fu n d a c -

e o r d in g to e e r ta in fa e ilites a r e t he m a in p r o b le m s o f e u rr e n t d e Pr e e ia tio n sy s te m o f 0 11
一
g a s e n te r Prise s

.

T h e m eas u res to

so lv e th e Pro b le m s s u c h a s u s in g th e e x pe r ie n e e s o f d e v e lo pe d e o u n tr ies in th e lis ht o f m a r ke t e c o n o m ic law s , a PPr o Pr i
-

a te ly r a is in g d e Pre c ia tio n ra te a e e o r d in g to th e r

改
t v a lu e o f fix e d a ss e ts

, str e n g th e n in g th e d e Pre c ia ti o n e x tra c t a n d

m a n a g e m e n t o f th e fix e d a又记 ts to le t th e n a t io n a l a s se ts k e e P v a lu e a n d in e r e a s亡 v a lu e a re Pr o Po se d o u t
.

S U B JE C I
,

H E A D IN G S : 0 11 e n te r Pr ise
,

fix ed a‘s e ts d e Pr e e ia tio n ,

m a n as e m e n t
,

m e as u res
.

W u W e n 一
ya n g

,

le e tu re r ,

gl a d u a te d in 0 11 g e o lo g y fr o m S o u th w es t Pe tr o le u m In s tit u te in 19 8 2 ; H e ha d st u d ied

fo r M a s te r ‘ 5 d e g r e e in th e M a n a g in g D e Pa r tm e n t o f C h in a S e ie n e e 一

T e eh n o lo g y U n iv e rs ity fr o m 19 8 5 to 19 8 7 书H e 15

m a in ly e n g a g e d in te a e h in g te c h n ic al e e o n o m ics a n d e n te r Pr ise m a n as e m e n t ; H e w a s th e m a in Pr o je e t r

ese
a r e h e r o f

, ,

C o n tr a e t Po lie y R es e a reh o f P e tr o le u m In d u s try “ a n d Pu b lish e d s o m e Pape r s ; N o w h e w o rk s in th e M a n a s e m e n t E n -

g in e e r in g D e p a r tm e n t o f th e In s titu te
.

A d d :

(6 3 7 0 0 1) N a n eh o n g
,

S ie h u a n
.

L 1u T in g
一
y u n g (

J
S‘边“hu

喇 Pet
r o 加“, n 石以叱旋 )

,

Pe n g X u e 一 x u e : S T A T IS T ICA L A N A LY S IS A N D QU O T A T IO N R E
-

S E A R C H O F C lllN A ‘ 5 PE T R O L E U M S C IE N C E
一

T E C llN O L O G Y PA PE R S IN 19 9 3
,
N e l l刁(6 )

,

1 9 9浦: 7 5 ~ 7 8

A B S T R A C T : T h e q u a n tity o f Pu b lishe d Pa pe rs 15 a n im Po r ta n t in d e x o f m ea s u r in g se ie n e e 一
te eh n o lo g y fo r c e a n d

p rod u e tiv ity o f a u th o r s , a u th o r s , 5 u n its
, r e g io n s a n d e v e n the ir e o u n tr ies

.

T h ro u s h sta tis tica lly a n a ly sin g 1 7 5 2 Pa
-

pe rs a n d r e s e a r e h in g q u o ta tio n s Pu b lish e d in 2 2 pe t ro le u m sc ie n e e 一 te e h n o lo g y pe r iod ie a ls o f C h in a in 19 9 3
,

T h e q u a n -

titjes a n d o r d e r in g s o f the a u th o r s , u n its a n d q u o ta tio n s a r e o b ta in e d
.

T h e h a lf
一
life pe r iod s o f q u o tin g re fe r e n e e d oc u -

m e n ts o f th e 2 2 Pe riod iea ls a re e o m Pu te d
.

T h e h a lf
一
life Pe r iod o f C h in

改
rc fe re n e e d o e u m e n ts 15 6

.

0 5 y e a r s , the o n e

o f fo r e is n la n g u a se 15 10
.

3 6 y ea rs ; T h e Pr i。e in d e x o f C h in e se q u o ta tio n 15 」0
.

2 %
, rh e o n e o f fo r e isn la n su a s e 15

2 0
.

刁%
.

It sh o w s th a t the a b i一ity o r C h in a a 。rh o rs to q u o te fo rc ig n d o c u m e n ts s h o 以一d 比 s tr e n s h e n e d
.

SU B JE C T IIE A D IN G S : C h in a ,

pe tr o le u m
, n a t u ra l sas

, se ie n tifie 闪y o ffs , s ta tis tica l a n a ly s is
·

L iu T in g
一
y u n g

,

Iib r a r ia n ,

gr a d u a te d fr o m S se h u a n T v U n iv e rs ity in 19 8 8 ; H e h a v e Pu b lish e d o v e r 4 0 p aPe rs in

n a tio n a l pe r iod ie a ls a n d s o m e o f th e m w o n th e se c o n d a n d th ir d a w a rd s o f Pr o v in e e sr a d e
.

N o w h e w o r ks in th e 11
-

b ra r y o f S o u thw e st P e tr o le u m In s titu te
.

A d d :

(6 3 7 0 0 1 )N a n eh o n g
,

S ieh u a 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