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种新的空分法一M o lt o x 法

【内容摘要】 本文介绍 了用压缩空 气中的乳与碱性熔盐 进行高温 可逆反应 而提取乳 (最高

纯度 为98 % ) 的一种新的空分法—
M ol to x 法 ; 该 法拚弃 了机械能的偷入

,

与低温 空分 法比较
,

由于无卡诺损失
,

故可 大幅度降低能耗 (节能5 0% )
。

图 1
,

表 1
。

在美国能源部和能量概念公司的联合资助下
,

一 项新的高效率节能空气分离方法—
Mol to x 法 已在

最近研究成功
。

M ol to x 法与一般低温精馏的空分法大不相同
,

它是利用压缩空气中的氧与一种可 循环使

用的碱性熔盐进行高温可逆反应而提氧
,

同时可利用污氮的压力和高温膨胀作功l可收能量
。

整个过程唯一

必须输入的能量为热能
。

由于拚弃了机械能的输入
,

故可排除不必要的卡诺损失
。

根据美国能源研究与开

发局测定
,

与传统低温法相比
,

M ol t o x 法可节省能量50 %
。

M ol to x 法的开发计划为
:

( 1 ) 设计
、

建立和运行一套 6 升 / 分的中试装置 , ( 2 ) 用电子计 算机模

拟进行工艺流程的最佳化处理 ; ( 3 )进行工程方面的研究
:

腐蚀
、

安全和 N O ,

的生成问题 , ( 左 ) 与

低温空分法进行经济对比分析
。

中试装置的设计基础是
,

氧的发生率为 。
.

6标英尺
”
/ 分

,

盐的循环速率为 o
.

c加仑/ 分
。

反应 容器的 材

料为经防腐处理的 5 5 3例 不锈钢
。

反应用的盐为工业纯的碱金属硝酸盐 仁N a K (N O 。)。〕
。

吸氧容器的操作

压力为3
.

5 ~ 7
.

0公斤 /厘米
? ,

温度为66 5 ℃ ; 脱氧容器的操作压 力为大气压
,

温度亦为66 5 ℃
。

中试装置获

门引引引
、

l?

得的氧产品
,

最高纯度大于 98 %氧
。

通过电子计算机模拟计算并放大的 100 吨/ 日规模 的M ol to x 法空气分

离流程如右图所示
。

将空气等温压缩到理
.

5 公斤 /厘米
2 (表压

,

下同 )
,

干

燥后进入绝热压缩机压 至 7
.

2 公斤/ 厘米
2(表压 )

,

此时空气温度为12 4℃
。

压缩空气在换热器中与返流氧气和污氮混合气换热
,

温度升至63 8 ℃后
,

送

入吸氧器内与熔盐反应
。

吸收了氧的熔盐被送入脱氧器脱氧
,

脱氧器操作

压力为0
.

37 公斤/ 厘米
2 ,

温度为G50 ℃
。

从熔盐中脱出的氧
,

纯度为98 %
,

经换热器
、

冷却器后压缩充瓶
。

另一方面
,

脱氧后的熔盐用泵压入吸氧器

循环使用
。

从吸氧器出来的
,

未与熔盐发生反应的氮气 (含氧 2 ~ 7 % ) 被

送入燃烧器
,

此时污氮压力为 6
.

8公斤/ 厘米
? ,

温度为65 4 ℃
。

污氮中的残余

氧在燃烧器中与燃料反应
,

温度升至 9 10 ℃左右
。

污氮和燃烧产生的二氧化

碳等气体
,

经高压膨胀 ( 6
.

了膨胀 至2
.

。公斤 / 厘米
2 )

、

换热和低压膨胀等

过程
,

回收势能和热能后放空
。

性芯杠料
‘价

~

代吴一氛

急

M o lt o x 法 (1 0 0
“

屯/ 日 )
空分流程 图

Mol to x 法和两种低温法生产氧的成本比较如表所示
。

比较的基础
:

规模为 1 0 0 。吨氧/ 日
;
氧纯度为

97
+

%
、

压力为 。
.

2公斤/ 厘米
2

(表压 ) ; 每年生产天数为 3 30 天 ; 能源价格 以 1 9 8 1年为准
,

以后每年 按

10 %的比率上涨
。

由下页表可见
,

M ol to x 法的经济效益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超过电能制冷的 低 温法
。

另

一方面
,

与燃料透平制冷的低温法相比
,

M ol to x 法的氧气生产成本始终要低一些
。

日前
,

试验研究结果已表明
,

M ol to x 空分法除了连续性操作较差外
,

其他各方面均令人十分满意
。

译 自 D
.

C
.

E r iek s o n , “
In te r im F in a l R e p o r t ,

D O E C o n t r a e t ,

D E 一A C 0 1 一7 9CS 4 0 2 8 7 ” (1 9 8 1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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