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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波纹填料塔净化含氯废气

回收次氯酸钠
天津电解铜厂 冶金工业部建筑研究院

一
、

前 言

氯气是一种毒性大
,

腐蚀性强 的气 体

在冶金
、

化工
、

医药等工业部门都有大量含氯

废气产生 怎样对待这些废气 是不经任何

处理
,

任其危害环境
,

还是积极治理
,

综合利

用
,

化害为利 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
,

垄断资本家一味追求高

额利润
,

工业生产处于严重的无政府状态
,

工

业
“

三废
”

任意排放
,

造成不可克服的社会公

害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

有一条
“

一切从人

民的利益出发
”

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

生产的

目的是为了广大人民
,

这就完全有可能解决

工业
“

三废
”

的污染问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以来
,

各单位对氯气的治理都很重视
,

认真

贯彻执行党的
“

全面规划
,

合理布局
,

综合利

用
,

化害为利
,

依靠群众
,

大家动手
,

保护环

境
,

造福人民
”

的环境保护方针
,

做了不少工

作
,

取得了一定成绩 但由于修正主义路线

的干扰
,

仍有一些问题尚未得到彻底解决

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 路 线 的 指 引

下
,

我们组成了以工人为主体的工人
、

干部
、

技术人员的
“

三结合
”

小组
,

利用波纹填料塔
,

以烧碱为吸收液
,

从天津电解铜厂镍车间含

氯废气中回收氯
,

制作次氯酸钠
,

取得了除害

兴利
、

变废为宝的良好成果 工人师付满意

地说
“

这一试验的成功
,

解决了我厂氯气危

害的
‘

老大难
,

问题
”

在试验过程中
,

我们始

终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
,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

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

以大庆工人阶

级为榜样
,

发扬自力更生
,

艰苦奋斗的革命精

神 经过反复试验
,

克服重重困难
,

从定方案

到设计
、

加工
、

试验
、

仅仅五个月就完成了全

部工业性试验的任务
,

并于 年底正式投

入生产 这一事实
,

再一次证明实行
“

三结

合
” 、

走开门办科研的道路是无比正确的
,

也

是对右倾翻案风的有力批判

二
、

净化回收方法的选择

处理氯气常用的方法
,

有用烧碱
、

纯碱
、

消石灰
、

二氯化铁
、

亚硫酸钠等的化学吸收

法
,

以及物理处理法 应根据具体条件
,

因

地制宜地选用合适的方法 根据毛主席的教

导
,

我们首先对我厂镍钻分离和钻回溶工艺

进行了调查研究
,

对废气中的氯气以及二氧

化碳等的含量进行了测定 针对本工艺氯气

以及二氧化碳的浓度都比较高
,

而且二氧化

碳浓度又超过氯气浓度的情况
,

为了取得必

要的资料
,

又在试验室进行了模拟试验
,

同时

还学习了兄弟单位的经验 在此基础上
,

根

据镍钻分离和镍 钻 提纯除杂质的工序中都

需要氯作为氧化剂
,

而次氯酸钠是较好的氧

化剂
,

是可以代替氯气返回本工序中使用的

因此选用以烧碱水溶液回收氯气制取次氯酸

钠的方法 其化学反应如下

一
 

吸收液除烧碱外
,

用纯碱也能得到良好效果

工业废气中的氯气含量一般只有千 分 之 几
,

而废气量却比较大
,

又有腐蚀性 所以
,

选用

什么样的吸收设备比较经济合理
,

就成为需

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根据试验室 研 究 的 结

果
,

我们比较了瓷环填料塔
、

鼓泡池
、

波纹填

料塔三种设备的性能 在同样条件下
,

波纹

填料比瓷环填料阻力低 倍左右
,

比鼓泡池



更低 波纹填料塔的阻力低
,

因而吸收效率

较高 不仅可减少动力消耗
,

降低运转费用
,

而且在氯气腐蚀性强的条件下
,

还可以用普

通塑料风机解决铁风机容易被腐蚀的 间 题

净化回收的工艺流程如图 所示 生产工艺

〔〔二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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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只

图 净化 回收工艺流程图

中排出的含氯废气经管道进人喷雾淋洗塔
,

与喷嘴喷出的水雾逆流接触
,

除去废气中挟

带的料液和酸雾
,

然后进入波 纹填料 塔

在塔 中
,

废气中的氯气与烧碱水溶液在波

纹填料表面逆流接触
,

生成次氯酸钠
,

从而除

去了废气
、

中的氯
,

使气体得到净化 排风机

将净化后的气体 由烟囱 排入大气 喷雾

淋洗塔中的淋洗水由泵 供给
,

通过水循环

槽 , 循环使用 波纹填料塔 中的烧碱水溶

液由碱循环槽 通过泵 供给
,

通过碱液循

环槽 循环使用 生成的次氯酸钠水溶液由

泵 打人高位槽
,

供镍钻分离工序使用

本系统实现净化回收的关键设备是波纹

填料塔 它主要由塔体
、

填料
、

液体分布器

和气液进出口组成 塔径下部填料部 分 为

中 毫米
,

上部液体分布器及除雾部分为

小 毫米 塔总高   毫米
,

波纹填料层

高 毫米 塔体由硬聚氯乙烯焊接而成
,

填料为硬聚氯乙烯塑料斜波纹板 波纹板的

波高
、

波距和板厚分别为
、

和 毫米
,

每片尺寸为 毫米 液体分布器为

多孔板 塔的吸收过程如下 在吸收液通过

液体分布器均匀地分布在填料上
,

经过填料

表面向下流动的过程中
,

在填料表面形成液

膜
,

气体 由塔底进人
,

向上流动通过填料层

时
,

与填料表面上流动的液膜接触
,

完成吸收

过程

三
、

试验结果及分析

根据实际需要
,

在生产条件下
,

对本方法

进行了工业性试验 试验运行的参数如下

系统风量 米 小时

系统阻力 毫米水柱

液气比 一 升液 米 气

喷淋密度 一 米 小时
·

米
,

波纹塔空塔速度 米 秒

波纹塔阻力 毫米水柱

试验结果见表
、

从表 可见
,

波纹

填料塔吸收效率是很高的 其主要原因
,

是

波纹填料表面积大
,

气液接触和传质以及热

交换都比较好

这对于次氯酸钠的生成和保持也是有利

表 波纹填料塔吸收抓气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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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此外
,

由于波纹填料孔隙率大
,

因而气流

阻力较小

毛主席指出
“

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
,

是由各方面的因素决定的 看问题要从各方

面去看
,

不能只从单方面看
”

从另一方面我

们看到
,

由于废气中不仅有氯气而且还有二

氧化碳存在
,

所以烧碱液不仅与氯气反应
,

同

时还与二氧化碳反应生成碳酸钠
,

而碳酸钠

又与氯气反应生成次氯酸钠
。

故溶液中同时

有次氯酸钠和碳酸钠 出现
,

其数量主要决定

文中气体体积均换算成标准立方米



于废气中氯气和二氧化碳的含量 从下列化

学反应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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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可以看出

,

废气中有二氧化碳存在
,

对用烧碱

表 吸收废氮气制取次级酸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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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吸收氯气制次氯酸钠是不利的 在运行过

程中
,

烧碱逐渐减少
,

而有效氯和碳酸钠却同

时增加 当烧碱消耗完以后
,

碳酸钠开始减

少
,

此时溶液中出现碳酸氢钠 运行中吸收

液的 值一直是下降的
.
而次氯酸钠又是

不稳定的化合物
,

只有在碱性溶液中才能保

持稳定
.
如溶液的碱度太低

,

则次氯酸钠容

易分解
.
从表 2 清楚地看到

,

当烧碱和碳酸

钠都是微量时
,

次氯酸钠开始出现分解现象
.

因此
,

制取次氯酸钠时
,

溶液的 pH 值不宜低

于 10
.
次氯酸钠的生成和保持

,

除与溶液的

碱度有关外
,

还与溶液的温度
、

浓度
,

以及是

否有强光照射和是否有金属离子存在等因素

有关
.
在运行过程中

,

温度一般控制在 35 ℃

以下
,

最好不要超过 朽℃
.
因为次氯酸钠的

分解速度是随温度的升高而加快的
.
为了防

止金属离子干扰和光线照射
,

废气进入波纹

填料塔之前除去料液中的金属杂质和循环槽

加盖密闭等措施也是必要的
.

以有效氯表示(克/升)o

因为废气中有 c o
:.

四
、

几点初步看法

根据工业性试验和 几 个月来运 行的 结

果
,

可以得出下列初步看法
:

1
.
波纹填料塔对钻回溶及镍钻分离之含

氯废气净化效率高
,

可达 ”一”
.
9务

,

使外

排废气含氯量达到排放标准
.
回收的次氯酸

钠
,

又返回本工序中使用
,

从而使氯气消耗量

大大减少
,

降低了成本
,

达到了除害兴利
、

保

护环境的目的
.

2
.
波纹填料与瓷环填料及鼓泡 池 相 比

,

由于其气流阻力低得多
,

便于用普通塑料风

机解决常见的风机压头不足或铁风机被腐蚀

的问题
,

此外还可节约电力
.

3
.
系统比较简单

,

设备小
,

投资少
,

加工

容易
,

维护管理也比较简单
.

这次试验时间比较仓促
,

加之投产运行

时间还不长
,

因此尚需在生产中进一步考验
.

运行中溶液残碱量的自动控制等间题有待今

后研究解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