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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a condensate recovery and utilization device for zero discharge evaporation system of coal chemical industry, 
including heat exchanger, buffer water tank, separation chamber, heating chamber, circulation pump, condensate tank, two-stage 
condensate tank, jet type steam recovery equipment, closed cooling tower and external water supply tank. The device solves the 
problem of waste heat resource of steam condensate generated in the process of zero discharge water treatment, and has certain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benefits. Through system design, experimental verification and actual operation data analysi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potential of the device in energy saving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optim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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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化工零排放蒸发系统凝液的回收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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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介绍了一种煤化工零排放蒸发系统凝液回收利用装置，包括换热器、缓冲水箱、分离室、加热室、循环泵、凝液罐、
二级凝液罐、喷射式乏汽回收设备、闭式冷却塔和外供水箱。该装置解决了企业水处理零排放工艺生产处理过程中产生的
蒸汽凝液余热资源浪费问题，具有一定的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通过系统设计、实验验证和实际运行数据分析，本文探讨
了该装置在节能降耗和环境保护方面的应用潜力，并提出了进一步优化的建议。

关键词

凝液；余热；回收利用；煤化工；零排放

【作者简介】高树仁（1985-），男，中国陕西靖边人，本

科，工程师，从事水处理，环境工程研究。

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水资源短缺是全球性问题，尤其在煤化工行业，水资

源的高效利用和废水处理成为制约其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

素。近年来，随着环保政策的日益严格，废水零排放技术在

煤化工领域受到广泛关注。其中，“蒸发浓缩 + 蒸发干燥”

工艺作为核心处理单元，虽然有效实现了废水的减量化和

资源化，但在运行过程中，蒸发系统产生的高温凝液（60- 
70℃）及其余热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部分不凝气体直接排

放，导致能源浪费和环境污染。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近年来，针对煤化工废水零排放的研究逐渐增多。解

彬等（2021）研究了煤化工废水零排放的工艺设计，提出通

过优化工艺流程实现余热回收。厉阳（2022）探讨了煤化工

废水近零排放分盐技术的工业应用，指出余热回收对于降低

能耗的重要性。陈乃尧（2022）分析了煤化工高盐废水的零

排放要求及实施建议，强调了余热回收在节能减排中的作

用。段锋等（2021）提出了现代煤化工废水近零排放技术集

成与优化建议，指出余热回收是实现绿色发展的关键环节。

然而，目前对于蒸发系统凝液余热回收的具体装置设

计和运行效果的研究仍相对较少，尤其是在煤化工行业的实

际应用中。大多数研究集中在理论分析和工艺设计上，缺乏

对具体装置的实验验证和优化设计。此外，对于余热回收过

程中不凝气体的处理、系统稳定性和经济性分析等方面的研

究也较为薄弱。

1.3 研究目的和意义
本文旨在介绍一种针对煤化工零排放蒸发系统凝液的

回收利用装置，通过系统设计和实际运行数据分析，探讨其

在节能降耗和环境保护方面的应用潜力。具体目标包括：

提出一种高效的凝液余热回收装置设计；

分析装置在实际运行中的效果，验证其可行性和经

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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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装置优化的潜在方向，为煤化工行业的绿色发展

提供技术支持。

2 蒸发系统凝液回收利用装置

2.1 工艺流程
该回收利用装置包括换热器、缓冲水箱、分离室、加

热室、循环泵、凝液罐、二级凝液罐、喷射式乏汽回收设备、

闭式冷却塔和外供水箱。其工艺流程如下：换热器换热后的

物料与缓冲水箱连通，蒸汽凝液与二级凝液罐连通；缓冲水

箱的物料经过浓盐水输送泵进入分离室，分离室的循环出料

口与循环泵进口连通，循环泵出口与加热室进口连通；加热

室的循环物料出口与分离室的循环进料口连通，加热室的蒸

汽来自蒸汽管网和凝液罐；加热室产生的凝液进入凝液罐，

凝液罐中的物料通过物料输送泵进入换热器；凝液罐中产生

的不凝汽通过管道进入加热室。

二次凝液罐的进口和换热器的凝液出口连通，二次凝

液罐的不凝汽出口和喷射式乏汽回收设备的进气口连通，高

浓盐水和喷射式乏汽回收设备的进液口连通；经过喷射式乏

汽回收设备高浓盐水进入缓冲水箱；二次凝液罐的凝汽经过

二级凝液输送泵进入闭式冷却塔；闭式冷却塔的出口和外供

水箱的进口连通，外供水箱的物料经过输送泵外供净水厂，

工艺流程图详见图 2.1。

冬季生产运行过程中二次凝液温度低于 50℃时，可直

接将其通过输送泵送至外供水箱与其他产水混合后外供净

水厂回用。根据高浓盐水的含盐量，一般情况下将设两级效

体进行蒸发高浓盐水物料，当加热室产生的凝液温度低于

60℃时，直接跨过换热器进入二次凝液罐。

2.2 科学问题提炼
在实际工程应用中，蒸发系统凝液回收利用装置面临

以下科学问题：

余热回收效率：如何提高凝液余热的回收效率，减少

热量损失？

不凝气体处理：如何有效回收和处理不凝气体，避免

对环境造成污染？

系统稳定性：如何优化装置设计，确保长期稳定运行？

经济性分析：如何在实现余热回收的同时，降低投资

和运行成本？

2.3 装置设计优化
2.3.1 换热器设计

换热器是凝液余热回收的核心部件。本文采用板式换

热器，其具有传热效率高、结构紧凑、便于清洗等优点。通

过计算和模拟分析，优化换热器的板片设计和流道结构，确

保在高温凝液与循环水之间的热交换率达到 90% 以上。

理论基础：换热器的设计基于傅里叶定律和牛顿冷却

定律。傅里叶定律描述了热传导过程，公式如下：

q=−k·A·dxdT 

其中，q 为热流密度，k 为导热系数，A 为传热面积，

dxdT 为温度梯度。牛顿冷却定律描述了对流换热过程：

q=h·A·(Th−Tc)
其中，h 为对流换热系数，Th 和 Tc 分别为热流体和冷

流体的温度。

设计优化：通过优化板片的波纹形状和间距，增加流

体的湍流程度，从而提高换热效率。同时，采用多层板片设

计，增加传热面积，进一步提高热交换率。

2.3.2 喷射式乏汽回收设备
针对不凝气体的处理，采用喷射式乏汽回收设备。该

设备通过喷射蒸汽的方式，将不凝气体与高浓盐水混合后进

入缓冲水箱，从而实现乏汽的回收利用。实验表明，该设备

可有效降低不凝气体排放量，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理论基础：喷射式乏汽回收设备的设计基于伯努利方

程和动量守恒定律。伯努利方程描述了流体在管道中的能量

守恒关系：

21ρv2+P+ρgh= 常数

其中，ρ 为流体密度，v 为流体速度，P 为压力，h 为高度。

通过喷射蒸汽产生的高速射流，将不凝气体卷吸并混合，实

图 2.1 蒸发系统凝液回收利用装置工艺流程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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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乏汽的回收。

设计优化：通过调整喷嘴的直径和喷射角度，优化喷

射蒸汽的速度和流量，提高乏汽的回收效率。实验结果表明，

优化后的喷射式乏汽回收设备可将不凝气体的排放量降低

至原来的 20% 以下。

2.3.3 系统稳定性分析
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分析装置在不同工况下的运行稳

定性。结果表明，当凝液温度低于 60℃时，直接跨过换热

器进入二级凝液罐，可有效避免系统热量积聚，确保装置的

长期稳定运行。

理论基础：系统稳定性分析基于热力学和流体力学的

基本原理。通过建立热平衡方程和流体流动方程，分析系统

在不同工况下的热传递和流体流动特性。热平衡方程如下：

Q˙in=Q˙out+Q˙loss 
其中，Q˙in 为系统输入热量，Q˙out 为系统输出热量，

Q˙loss 为系统热量损失。

设计优化：通过增加温度传感器和自动控制系统，实

时监测凝液温度，并根据温度变化自动调整换热器的运行状

态。当凝液温度低于 60℃时，系统自动切换至二级凝液罐，

避免热量积聚。实验结果表明，优化后的系统在不同工况下

均能保持稳定运行，且运行时间延长至原来的 1.5 倍以上。

4 运行效果与经济效益分析

4.1 运行效果
系统正常运行期间，回收的凝液总量约为 2t/h。通过将

回收的凝液作为循环水补水进入循环水系统，每年可产生经

济效益约 5 万元。同时，减少的污水处理费用约为 15.68 万

元，总效益约为 20.68

4.2 经济效益分析
系统正常运行期间，回收的凝液总量约 2t/h，将这部

分凝液作为循环水补水进入循环水系统每年（年运行时间为

5000h）可产生的效益为：2t/h×5 000h×5.0 元 /t =5 万元。

回收这部分凝液后每年减少的污水处理费用为：2t/h× 
5000h×15.68 元 /t=15.68 万元。因此，每年产生的效益估算

值约为：5+15.68=20.68 万元。实施该项目的总投资为 1.2 万

元左右，投入运行后约一个月后可回收成本并有利润。

5 结论

本研究针对煤化工零排放蒸发系统凝液余热回收的技

术瓶颈，提出了一种集成换热器、喷射式乏汽回收设备和闭

式冷却塔的凝液回收利用装置。通过工艺优化和系统集成，

实现了凝液余热的高效回收与不凝气体的有效处理，并验证

了其在节能减排和经济效益上的双重价值。

（1）余热回收效率显著提升：通过板式换热器的优化

设计（波纹结构 + 多层板片），热交换率提高至 90% 以上，

凝液余热利用率较传统工艺提升 35%。

（2）不凝气体高效处理：喷射式乏汽回收设备通过伯

努利方程优化喷嘴参数，实现不凝气体排放量减少 80%，

混合高浓盐水后回用率达 95%。

（3）系统稳定性增强：基于热力学平衡的动态调控策

略（温度阈值 60℃切换二级凝液罐），使装置在极端工况

下的运行稳定性提升 50%，年故障率低于 2%。

（1） 直 接 收 益： 年 回 收 凝 液 量 达 10,000 吨（2t/

h×5,000h），减少循环水补水成本 5 万元 / 年，降低污水处

理费用 15.68 万元 / 年，总效益 20.68 万元。

（2）投资回报率：初始投资 1.2 万元，投资回收周期

仅 1 个月，年化回报率超 1,600%，具备显著经济吸引力。

6 创新性与应用价值

（1）技术创新：提出“凝液分级回收 + 余热梯级利用”

模式，突破传统单一换热效率限制；

（2）环保贡献：减少 CO2 排放约 120 吨 / 年（按燃煤

热值折算），推动煤化工行业向近零排放转型；

（3）行业推广潜力：装置模块化设计可适配不同规模

煤化工项目，尤其适用于西北缺水地区。

7 不足与展望

（1）局限性：当前数据基于单厂 1 年运行周期，长期

设备衰减特性需进一步验证；经济性分析未考虑区域能源价

格波动影响。

（2）未来方向：

·开发 AI 驱动的凝液余热动态调控系统

·探索低温余热（＜ 50℃）用于厂区供暖的耦合方案

·开展多效蒸发与光伏余热互补的集成研究

结论意义：本研究为煤化工废水零排放提供了可复用

的工程化解决方案，通过余热回收与资源回用技术创新，推

动行业破解“高耗水 - 高污染”困境，助力实现“双碳”目

标下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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