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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GB/T10606—2008《空气分离设备术语》,与GB/T10606—2008相比,除结构调整和

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增加了标态、增压空气、低纯氧、纯氧、超纯氧、富氧空气、贫氧液空、正流、热流、返流、冷流、多

级精馏、液化天然气冷能空气分离设备、空分岛、豁免材料、豁免压力、冷备、干蒸发、加温、防护

墙、防护盖术语(见3.1、3.6、3.8、3.10、3.12、3.24、3.25、3.28、3.29、3.30、3.31、3.40、3.70、3.71、

3.72、3.73、3.74、3.75、3.76、3.77);
———更改了标准状态、加工空气、工业氧、医用氧、航空呼吸用氧、工业氮、超纯氮、富氧液空、自清

除、不冻结性、低温吸附、漏液、液泛、氮塞、进上塔膨胀空气、冷量损失、提取率、高压空气流程、
中压空气流程、低压空气流程、液氧自增压流程术语(见3.1、3.5、3.9、3.13、3.14、3.16、3.19、

3.23、3.35、3.36、3.41、3.42、3.43、3.44、3.46、3.49、3.50、3.54、3.55、3.56、3.60,2008年版的2.1、

2.5、2.8、2.10、2.11、2.13、2.16、2.20、2.33、2.34、2.39、2.41、2.42、2.43、2.45、2.48、2.49、2.58、

2.60、2.61、2.68);
———删除了工业用工艺氧、釜液、馏分液氮、废气、废液、节流、等温节流效应、焦耳-汤姆逊效应、膨

胀、等熵膨胀效应、中部温差、升华、精馏、气液比、回流比、拉赫曼空气、一次节流液化循环、林
德循环、带膨胀机的高压液化循环、海兰德循环、带膨胀机的中压液化循环、克劳特循环、带膨

胀机的低压液化循环、卡皮查循环、斯特林循环、高低压流程、高氮流程、带切换式换热器的低

压流程、带分子筛吸附器的低压流程术语(见2008年版的2.7、2.19、2.21、2.23、2.24、2.25、

2.26、2.27、2.30、2.32、2.36、2.40、2.45、2.51、2.52、2.53、2.54、2.55、2.59、2.63、2.64、2.65);
———增加了散堆填料、膜式冷凝蒸发器、浸浴式冷凝蒸发器、单层床、双层床、切换周期、除沫器、整

装冷箱、钢铝过渡接头、缓冲罐、提升气、空分启动时间、低温氮气压缩机术语(见4.1.24、

4.2.16、4.2.17、4.3.20、4.3.21、4.3.22、4.3.24、4.4.5、4.4.8、4.4.9、4.4.10、4.4.11、4.4.12);
———更改了规整填料、分布器、板翅式热交换器芯体、液氧蒸发器、电加热器、消声塔术语(见4.1.23、

4.1.25、4.2.6、4.2.19、4.2.23、4.4.7,2008年版的3.1.25、3.1.26、3.2.6、3.2.26、3.2.30、3.4.7);
———删除了精馏塔、低温精馏塔、孔板塔、隔板、封条、翅片、平直翅片、多孔翅片、锯齿翅片、波纹翅

片、导流翅片、双层冷凝蒸发器、气化器、空分冷箱、分馏塔术语(见2008年版的3.1.1、3.1.2、

3.1.9、3.2.7、3.2.8、3.2.9、3.2.10、3.2.11、3.2.12、3.2.13、3.2.14、3.2.24、3.2.32、3.4.4);
———增加了高纯氩、高纯氖、高纯氦、超纯氦、高纯氪、电子级氪、宇航氪、高纯氙、电子级氙、宇航氙、

增效氩塔、氩回收器、粗氖氦吸附器、纯氖氦塔、纯氖氦蒸发器、贫氪冷凝器术语(见5.1.5、

5.1.9、5.1.13、5.1.14、5.1.18、5.1.19、5.1.20、5.1.23、5.1.24、5.1.25、5.2.3、5.2.7、5.2.20、5.2.21、

5.2.22、5.2.29);
———更改了贫氪氙、粗氪氙、纯氩冷凝器、纯氩蒸发器术语(见5.1.36、5.1.37、5.2.8、5.2.9,2008年版

的4.1.27、4.1.28、4.2.6、4.2.7);
———删除了氖氦馏分、工艺氙、氩换热器、触媒炉术语(见2008年版的4.1.24、4.1.29、4.2.8、4.2.10);
———增加了真空复合绝热、额定充满率、夹层真空度、应变强化容器、电复热器、充瓶装置术语(见

6.1.5、6.1.11、6.1.16、6.2.20、6.3.8、6.3.9);
———更改了高真空多层绝热、几何容积、有效容积、充满率、静态蒸发率、真空夹层漏气速率、移动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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罐车、汽车罐车、罐式拖车、铁路罐车术语(见6.1.4、6.1.8、6.1.9、6.1.10、6.1.14、6.1.17、6.2.13、

6.2.14、6.2.15、6.2.16,2008年版的5.1.4、5.1.7、5.1.8、5.1.9、5.1.12、5.1.14、5.2.13、5.2.14、

5.2.15、5.2.16);
———增加了高温透平膨胀机、液体透平膨胀机、辅助轴承术语(见7.1.15、7.1.16、7.3.16);
———更改了冲动式透平膨胀机、反动式透平膨胀机、中压透平膨胀机、高压透平膨胀机、膨胀比、主

动磁力轴承、制动电机术语(见7.1.2、7.1.3、7.1.9、7.1.10、7.2.4、7.3.15、7.3.17,2008年版的

6.1.2、6.1.3、6.1.9、6.1.10、6.2.18、6.3.26、6.3.27);
———删除了水平剖分结构、标准流量、标态流量、质量流量、容积流量、进口压力、工作轮出口压力、

出口压力、进口温度、工作轮进口温度、喷嘴出口温度、工作轮出口温度、出口温度、无因次特性

曲线、转速、比转数、比速、比直径、比径、压力比、压比、轮径比、倒径比、喷嘴轴向宽度、工作轮

进口相对宽度、喷嘴速度系数、工作轮速度系数、喷嘴多变指数、工作轮进口相对速度角、工作

轮进口绝对速度角、工作轮出口绝对速度角、工作轮出口相对速度角、喷嘴流动偏转角、喷嘴出

口流动角、喷嘴出口流动速度、工作轮进口绝对速度、工作轮进口相对速度、工作轮出口绝对速

度、工作轮出口相对速度、工作轮出口圆周速度、流动效率、产冷量、膨胀过程的 H-S图、蜗壳、
叶片、主轴、扩压器、中间体、密封器、轴承箱、机身、轴承、剖分轴承、整体轴承、油轴承、联轴器、
供油装置、油冷却器、囊式蓄能器术语(见2008年版的6.1.23、6.2.1、6.2.2、6.2.3、6.2.4、6.2.6、

6.2.7、6.2.8、6.2.9、6.2.10、6.2.11、6.2.13、6.2.15、6.2.16、6.2.17、6.2.19、6.2.23、6.2.25、6.2.26、

6.2.27、6.2.28、6.2.29、6.2.30、6.2.31、6.2.32、6.2.33、6.2.35、6.2.36、6.2.37、6.2.38、6.2.39、

6.2.41、6.2.42、6.2.43、6.2.51、6.2.53、6.2.55、6.3.1、6.3.3、6.3.9、6.3.12、6.3.13、6.3.14、6.3.17、

6.3.19、6.3.20、6.3.21、6.3.25、6.3.28、6.3.29、6.3.30、6.3.35);
———增加了低温潜液泵、两级低温离心泵、多级低温离心泵、干气密封、规定点术语(见8.1.10、

8.1.11、8.1.12、8.1.16、8.2.13);
———更改了低温液体泵、往复式低温液体泵、离心式低温液体泵、吸入压力、排出压力术语(见

8.1.1、8.1.2、8.1.7、8.2.8、8.2.9,2008年版的7.1.1、7.1.2、7.1.7、7.2.14、7.2.15);
———删除了理论流量、实际流量、瞬时流量、最大流量、活塞平均速度、柱塞平均速度、活塞面积、柱

塞面积、低温液体泵零、部件术语(见2008年版的7.2.2、7.2.3、7.2.4、7.2.5、7.2.11、7.2.12、7.3);
———增加了仪电控术语(见第9章);
———增加了汽轮机及其辅助系统术语(见第10章)。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气体分离与液化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504)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杭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中国天辰工程有限公司、东华

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空分设备(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空分集团有限公司、杭州杭氧工装泵

阀有限公司、杭州杭氧膨胀机有限公司、杭州杭氧低温容器有限公司、江西制氧机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韩一松、金滔、彭旭东、周锋、刘尚进、马国红、王新杰、赖天伟、司云飞、王欣荣、

江蓉、王庆波、胡赟、陈克平、余铁浩、刘银松、张元秀、朱晓平、汪志建。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1989年首次发布为GB/T10606.1—1989~GB/T10606.6—1989;
———2008年第二次整合修订为GB/T10606—2008;
———本次为第三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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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分离设备术语

1 范围

本文件界定了深冷法空气分离设备(简称空分设备)的基本术语以及空分设备中的单元设备、稀有

气体提取设备、低温液体贮运设备、透平膨胀机、低温液体泵、仪电控、汽轮机及其相关辅机的常用术语。
本文件适用于空气分离设备相关领域涉及引用或规范使用空气分离设备术语的各类应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基本术语

3.1
标准状态 normalstate
标态 standardconditions
温度为273.15K(0℃)、压力为101.325kPa时的状态。

3.2
空气分离 airseparation
用深冷法把空气分离成所需组分。

3.3
空气 air
存在于地球表面的气体混合物。
注:主要由氧(约20.95%)、氮(约78.09%)和氩(约0.932%)组成,另外还含有微量的氢及氖、氦、氪、氙等稀有气

体。根据地区条件不同,还含有不定量的二氧化碳、水蒸气及乙炔等碳氢化合物。标准状态下空气的密度为

1.293kg/m3。

3.4
原料空气 feedair
用于空气分离而被吸入空压机的空气。

3.5
加工空气 processair
进入空分设备冷箱的空气。

3.6
增压空气 boosterair
加工空气经过增压机或者膨胀机增压端增压至一定压力的空气。

3.7
氧气 oxygen
分子式O2,相对分子质量31.999(按2018年IUPAC国际相对原子质量计算),无色、无味的气体。

在标准状态下的密度为1.429kg/m3。在101.325kPa压力下的沸点为90.17K。化学性质极活泼,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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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氧化剂。不能燃烧,能助燃。

3.8
低纯氧 lowpurityoxygen
用空气分离设备制取的含氧量(体积分数)大于或等于82%且小于99.2%的气态氧或液态氧。

3.9
工业氧 industrialoxygen
用空气分离设备制取的含氧量(体积分数)大于或等于99.2%的工业用气态氧或液态氧。

3.10
纯氧 pureoxygen
用空气分离设备制取的含氧量(体积分数)大于或等于99.995%的气态氧或液态氧。

3.11
高纯氧 highpurityoxygen
用空气分离设备制取的含氧量(体积分数)大于或等于99.999%的气态氧或液态氧。

3.12
超纯氧 ultrapurityoxygen
用空气分离设备制取的含氧量(体积分数)大于或等于99.9999%的气态氧或液态氧。

3.13
医用氧 oxygensuppliesformedicine
由空气分离设备制取的,用于医疗用途的气态氧或液态氧。

3.14
航空呼吸用氧 oxygensuppliesforaircraftbreathing
由空气分离设备制取的,用于制备潜水呼吸混合气、航空飞行呼吸等用途的气态氧或液态氧。

3.15
氮气 nitrogen
分子式N2,相对分子质量28.014(按2018年IPUAC国际相对原子质量计算),无色、无味的性质不

活泼气体。在标准状态下的密度为1.251kg/m3。在101.325kPa压力下的沸点为77.35K。化学性质

不活泼,不能燃烧,是一种窒息性气体。

3.16
工业氮 industrialnitrogen
用空气分离设备制取的含氮量(体积分数)大于或等于99.2%的工业用气态氮或液氮。

3.17
纯氮 purenitrogen
用空气分离设备制取的含氮量(体积分数)大于或等于99.99%的气态氮或液氮。

3.18
高纯氮 highpuritynitrogen
用空气分离设备制取的含氮量(体积分数)大于或等于99.999%的气态氮或液氮。

3.19
超纯氮 ultrapuritynitrogen
用空气分离设备制取的含氮量(体积分数)大于99.9999%的气态氮或液氮。

3.20
液氧 liquidoxygen
液态氧 liquefiedoxygen
液体状态的氧,为天蓝色、透明、易流动的液体。在101.325kPa压力下的沸点为90.17K,密度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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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0kg/m3。 
3.21

液氮 liquidnitrogen
液态氮 liquefiednitrogen
液体状态的氮,为无色、透明、易流动的液体。在101.325kPa压力下的沸点为77.35K,密度为

810kg/m3。

3.22
液空 liquidair
空气液化后形成的浅蓝色、透明、易流动的液体。

3.23
富氧液空 oxygen-enrichedliquidair
含氧量(体积分数)超过23.5%的液空。

3.24
富氧空气 oxygen-enrichedair
含氧量(体积分数)超过23.5%的空气。

3.25
贫氧液空 oxygen-poorliquidair
含氧量(体积分数)为6%~20.5%的液空。

3.26
污液氮 wasteliquidnitrogen
在下塔合适位置抽出的、含氮量(体积分数)为94%至低于产品液氮纯度的液体。

3.27
污氮气 wastenitrogen
由上塔上部抽出的、含氮量(体积分数)为低于产品氮气纯度的氮气。

3.28
正流 forwardflow
流体从换热器的热端流向冷端。

3.29
热流 hotflow
在换热器中,提供热量的流体。

3.30
返流 backflow
流体从换热器的冷端流向热端。

3.31
冷流 coldflow
在换热器中,提供冷量的流体。

3.32
温差 temperaturedifference
冷热流体两表面或两环境之间有热量传递时的温度差别。

3.33
热端温差 warmendtemperaturedifference
冷热流体间在换热器热端的温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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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冷端温差 coldendtemperaturedifference
冷热流体间在换热器冷端的温差。

3.35
自清除 self-cleaning
包括冻结和清除两个阶段,在切换式换热器(蓄冷器)的一个切换周期内,上半周期中正流气体带入

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在通道表面上被冻结,下半周期中返流气体把被冻结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反吹清除。

3.36
不冻结性 non-freezability
利用自清除过程,使切换式换热器(或蓄冷器)的空气通道不被冻结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堵塞的特性。

3.37
环流 circulation
在切换式换热器(或蓄冷器)冷端进入一股返流低温气体,以缩小冷端温差来保证切换式换热器的

不冻结性。

3.38
单级精馏 singlerectification
用深冷法把加工空气通过单精馏塔进行精馏后,得到不同纯度氧、氮产品的方法。

3.39
双级精馏 doublerectification
用深冷法把加工空气通过压力塔进行一级精馏后,得到液氮和液空,再把液氮和富氧液空送至低压

塔进行二次精馏,得到不同纯度氧、氮产品的方法。

3.40
多级精馏 multiplerectification
用深冷法把加工空气通过不同压力的多个塔进行多次精馏后,得到不同纯度氧、氮产品的方法。

3.41
低温吸附 cryogenicadsorption
在小于或等于120K的低温条件下,流体以一定的速度通过吸附器,被其内的吸附剂除去流体中杂

质的过程。

3.42
漏液 weeping
筛板塔中气液两相接触过程中,当气流速度较小时,部分液体从筛孔直接下落的现象。
注:这时阻力足够小,精馏遭到破坏。

3.43
液泛 flooding
在精馏塔中,由于各种原因造成液相堆积超过其所处空间范围的现象。
注:液泛可分为降液管液泛、雾沫夹带液泛等。液泛开始时,塔内压降急剧上升,效率急剧下降,精馏工况遭到

破坏。

3.44
氮塞 nitrogenblocking
当进入粗氩塔的氩馏分中含氮组分偏高时,氮组分在粗氩冷凝器的粗氩侧无法被冷凝而聚积,导致

粗氩冷凝器无法正常工作,粗氩塔的阻力不断下降,塔的精馏工况遭到破坏的现象。

3.45
液氧循环量 liquidoxygencirculationflow
由冷凝蒸发器底部抽出,再由液氧循环泵打回到冷凝蒸发器的液氧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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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
进上塔膨胀空气 expandedairtouppercolumn
进入膨胀机绝热膨胀后直接送入上塔参加精馏的空气。

3.47
跑冷损失 coldlosscausedbyheatinleak
在低于环境温度下工作的设备与周围介质存在的温差所产生的冷量损失。

3.48
复热不足损失 coldlosscausedbyinsufficientwarm-up
在换热器热端冷热流体间存在的温差而导致冷量回收不完全的损失。

3.49
冷量损失 coldloss
空气分离设备中跑冷损失、复热不足损失、冷态气体吹除以及引出液体的冷量损失等的总称。

3.50
提取率 recoveryratio
某种产品组分的总含量与加工空气中该组分的总含量之比。

3.51
单位能耗 specificenergyconsumption
空气分离设备生产单位产品所消耗的能量。

3.52
单高流程 one-productprocess
用深冷法制取单一产品氧气或氮气的流程。

3.53
双高流程 two-productprocess
用深冷法同时制取产品氧气和氮气的流程。

3.54
高压空气流程 highpressureairprocess
原料空气的操作压力大于5MPa的工艺流程。

3.55
中压空气流程 mediumpressureairprocess
原料空气的操作压力大于1.0MPa至小于或等于5MPa的工艺流程。

3.56
低压空气流程 lowpressureairprocess
原料空气的操作压力小于或等于1.0MPa的工艺流程。

3.57
低纯度流程 lowpurityprocess
用深冷法制取氧气的含氧量(体积分数)小于或等于95%的空分流程。

3.58
全精馏提氩流程 argonseparationprocesswithwholerectification
在用深冷法制取氧氮的空分设备流程中,在其上塔某富氩区域抽出氩馏分,经过粗氩塔精馏,得到

含氩量(体积分数)98.5%左右,含氧量(体积分数)小于或等于1.5×10-6的粗氩,该粗氩以液态或气态

进入纯氩塔进行精馏,得到含氩量(体积分数)99.999%的高纯度液氩的流程。
3.59

液化流程 liquefiedprocess
用深冷法把气态产品液化成液态产品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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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
液氧自增压流程 self-pressurizationprocessofliquidoxygen
从主冷凝蒸发器的液氧引出流经液氧蒸发器,由于液位差提高了液氧压力,液氧再等压蒸发经复热

出冷箱的流程。

3.61
外压缩流程 externalcompressionprocess
用深冷法制取的低压氧气或氮气出冷箱后用氧压机或氮压机加压至所需压力的流程。

3.62
内压缩流程 internalcompressionprocess
用深冷法制取的低压液态产品经液体泵加压至所需压力后,又经与正流带压气体进行热交换,复热

至常温气态的流程。

3.63
液体流程 liquidproductprocess
用深冷法主要制取液体产品(液氧、液氮)的流程。

3.64
空气分离设备 airseparationunit
制氧机 oxygenunit
用深冷法把空气分离成氧、氮、氩及其他稀有气体的成套设备。

3.65
纯氮设备 purenitrogenunit
只生产氮气和液氮的成套空气分离设备。

3.66
小型空气分离设备 smallscaleairseparationunit
产氧量小于1000m3/h(标准状态)的成套空气分离设备。

3.67
中型空气分离设备 mediumscaleairseparationunit
产氧量大于或等于1000m3/h至小于10000m3/h(标准状态)的成套空气分离设备。

3.68
大型空气分离设备 largescaleairseparationunit
产氧量大于或等于10000m3/h至小于60000m3/h(标准状态)的成套空气分离设备。

3.69
特大型空气分离设备 super-largescaleairseparationunit
产氧量大于或等于60000m3/h(标准状态)的成套空气分离设备。

3.70
液化天然气冷能空气分离设备 airseparationunitwithLNGcoldenergy
利用液化天然气的冷能,采用深冷法分离空气制取以液氧、液氮为主的空气分离产品的空气分离

设备。
注:简称LNG冷能空分设备。

3.71
空分岛 airseparationisland
将大于或等于3套特大型空分设备布置于一个区域内,采用管网连通的方式对下游进行供气的空

分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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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
豁免材料 exemptmaterials
在规定的压力、材料厚度和氧气纯度范围内不受任何氧气流速限制的工程合金。

3.73
豁免压力 exemptionpressure
在可能发生颗粒撞击的富氧环境中,材料不受速度限制的最大压力。

3.74
冷备 coldstandby
设备处于接近低温工作温度下的状态,以便在需要时可快速投入使用。

3.75
干蒸发 dryboiling
由于蒸发器浸没不足,进入容器的液体完全或局部完全蒸发,导致挥发性较低的杂质以极高的倍率

浓缩。

3.76
加温 deriming
对工艺设备进行加热的同时用干燥洁净气体进行吹除的过程,以清除积聚的水分、二氧化碳和其他

大气杂质。

3.77
防护墙 protectivewall
防护盖 protectivecover
用于当一侧的管道和设备发生意外事故时,防止对另一侧的人员和设备产生危害的实体墙(盖)。
注:盖的结构不是全封闭的,以防止氧气局部积聚。

4 单元设备

4.1 精馏塔

4.1.1
单级精馏塔 singlerectificationcolumn
进行一次精馏的塔,由一个塔和冷凝器或蒸发器所组成的设备。

4.1.2
双级精馏塔 doublerectificationcolumn
进行二次精馏的塔,由下塔、上塔和冷凝蒸发器所组成的设备。

4.1.3
压力塔 middlepressurecolumn;MPcolumn
下塔 lowercolumn
在双级精馏中空气进行初步分离的塔。

4.1.4
低压塔 lowpressurecolumn;LPcolumn
上塔 uppercolumn
在双级精馏中空气进行第二次精馏分离的塔。

4.1.5
氧塔 oxygencolumn
制取纯氧的精馏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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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
氮塔 nitrogencolumn
制取纯氮的精馏塔。

4.1.7
筛板塔 sievetraycolumn
内装筛孔塔板,上升蒸汽穿过筛孔与液体接触,气液两相间进行传质传热的塔。

4.1.8
泡罩塔 bubblecaptraycolumn
内装泡罩塔板,上升蒸汽穿过泡罩齿缝与液体接触,气液两相间进行传质传热的塔。

4.1.9
填料塔 packedcolumn
内装填料,气液通过填料在填料表面进行传质传热的塔。

4.1.10
精馏段 rectifyingsection
在上塔中,从液空进料口以上至塔顶,用来不断提高低沸点组分含量的精馏塔段。

4.1.11
提馏段 strippingsection
在上塔中,从液空进料口以下至塔底,用来不断提高高沸点组分含量的精馏塔段。

4.1.12
塔板 tray
使气液两相在其上进行传质传热,以达到气液分离、组分变化的盘板。

4.1.13
环流塔板 circularflowtray
液体在其上以圆周方向流入溢流槽的塔板。

4.1.14
对流塔板 counterflowtray
液体在其上以直径方向(相对或相反)流入溢流槽的塔板。

4.1.15
泡罩塔板 bubblecaptray
按规则排列许多泡罩的塔板。

4.1.16
筛孔板 sievetray
按规则排列布满小孔的塔板。

4.1.17
溢流槽 overflowdowncomer
溢流斗

使液体从上一块塔板流入下一块塔板的通道。

4.1.18
单溢流 singleoverflow
每块塔板上仅有一个溢流槽。

4.1.19
双溢流 doubleoverflow
每块塔板上有两个溢流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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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0
多溢流 multipleoverflow
每块塔板上有两个以上溢流槽。

4.1.21
溢流堰 overflowweir
为维持塔板上有一定高度的液层,液体从塔板上流入溢流槽前加一块有一定高度的挡板。

4.1.22
填料 packing
使气液能在有规则块状或无规则散装物料表面上进行充分接触的物料,以强化传质传热过程,提高

分离效率。

4.1.23
规整填料 structuredpacking
在塔内按均匀几何图形排布,整齐堆砌的填料。

4.1.24
散堆填料 randompacking
具有一定几何结构及特定外形的填料,以随机堆放的方式填充在塔器内部,形成空隙空间供气液

接触。

4.1.25
分布器 distributor
能把流体沿着填料塔截面均匀分配的零部件。

4.2 热交换器

4.2.1
热交换器 heatexchanger
换热器

用来实现冷热流体间进行换热(热交换)的设备。

4.2.2
管式热交换器 tubularheatexchanger
冷热流体间通过管壁传递热量的热交换器。

4.2.3
列管式热交换器 shellandtubeheatexchanger
由许多直列固定在上、下平行两管板间的管子组成管束装在圆筒形壳体内的一种管式热交换器。

其中一种流体在管内流动,另一种流体在管间流动。

4.2.4
绕管式热交换器 coiledtubeheatexchanger
由两端固定在管板上的若干根管子分层盘绕在中心管上,每层盘管间以垫条隔开(垫条厚度确定管

间隙构成气流通道)并且盘管束与外筒紧贴的一种管式热交换器。其中一种流体在管内流动,另一种流

体在盘管隔层间流动。

4.2.5
板翅式热交换器 plate-finheatexchanger
由隔板、封条、翅片、导流片芯体等基本元件组成,经钎焊成一个整体(芯体),并在流体进出口配置

封头和接管的一种热交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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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
板翅式热交换器芯体 core
由隔板、封条、翅片、导流片等基本元件用不同方式叠置和排列所组成,钎焊成一体的芯体。

4.2.7
切换板翅式换热器 plate-fintypereversingheatexchanger
切换式换热器 reversingheatexchanger
空气与污氮气定期切换进行换热,并清除空气中水分和二氧化碳杂质的板翅式热交换器。

4.2.8
切换板翅式换热器热段 warmsectionofplate-fintypereversingheatexchanger
切换板翅式换热器组以环流空气出口为界,温度较高的一段。

4.2.9
切换板翅式换热器冷段 coldsectionofplate-fintypereversingheatexchanger
切换板翅式换热器组以环流空气出口为界,温度较低的一段。

4.2.10
主换热器 mainheatexchanger
空分冷箱中用来回收产品气体和返流气体的冷量以冷却正流空气的热交换器。

4.2.11
过冷器 subcooler
使饱和液体进一步冷却而无相变的热交换器。
注:按被过冷流体的名称不同,有液空过冷器、液氮过冷器、液氧过冷器等。有的将液空过冷器和液氮过冷器在结

构上做成一体,统称为液空液氮过冷器。

4.2.12
液化器 liquefier
使气体被液化的热交换器。
注:利用下塔的空气回收返流流体的冷量,空气被液化,而返流流体被复热。按返流流体的名称不同,可分为氧液

化器、氮液化器、污氮液化器。

4.2.13
冷凝器 condenser
使气体冷凝为液体的热交换器。

4.2.14
蒸发器 evaporator
使液体蒸发为气体的热交换器。

4.2.15
冷凝蒸发器 condenser-evaporator
是间壁式热交换器,液侧和气侧间隔排列,一侧为液体在某压力下蒸发,另一侧为气体在另一压力

下冷凝,同时出现相态变化的蒸发器。

4.2.16
膜式冷凝蒸发器 filmcondenser-evaporator
降膜式主冷 downflowfilmmaincondenser-evaporator
液体经分布器均匀分配到板式单元通道内,并沿翅片内壁呈均匀膜状流下的冷凝蒸发器。
注:液体在流下过程中,被另一侧的气体汽化,产生的气体进入上塔;另一侧气体液化成液体回流至下塔。

4.2.17
浸浴式冷凝蒸发器 bathtypecondenser-evaporator
板式单元浸泡在液体池中的冷凝蒸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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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液体吸收相邻气相通道的冷凝热而汽化,产生的气体进入上塔;而另一侧气体液化成液体回流至下塔。

4.2.18
卧式冷凝蒸发器 horizontalcondenser-evaporator
结构上把板式单元整齐排列在卧式圆筒内的冷凝蒸发器。

4.2.19
液氧蒸发器 liquidoxygenevaporator
冷源为带压的液氧,热源为带压的气体的冷凝蒸发器。
注:根据产品压力需求的不同,来自主冷的液氧通过液氧液柱自然增压或通过液氧泵加压到所需压力。带压的液

氧在蒸发器内被汽化为饱和带压氧气,再经换热器复热后作为产品氧气;带压的气体在此被液化后送入精馏塔

合适位置继续参与精馏。

4.2.20
贮液器 reservoir
在分馏塔内能贮存某一液体的设备。

4.2.21
蓄冷器 regenerator
以填料作为中间媒介使冷热流体间断进行换热,并清除空气中水和二氧化碳的一种周期性交替的

蓄冷式换热器。

4.2.22
蓄热器 heataccumulator
先将热流体通过填料层,把热量贮存在填料内,然后冷流体通过填料层,吸收填料的热量而受热的

换热器。

4.2.23
电加热器 electricheater
利用电能将常温气体加热到工艺所需温度的设备。

4.2.24
蒸汽加热器 steamheater
利用蒸汽加热气体的设备。

4.2.25
冷却器 cooler
通常用水或空气为冷却剂,用以冷却流体的换热器。

4.2.26
预冷器 precooler
利用返流气体的冷量或外加冷量来预先冷却加工气体的换热器。

4.2.27
液氧喷射蒸发器 liquidoxygenjetevaporator
用氧气直接加热从分馏塔内排出相当1%氧气产量的液氧,使其快速气化的设备。

4.2.28
蒸汽喷射蒸发器 steamjetevaporator
空气喷射蒸发器 airjetevaporator
用蒸汽、空压机出口的压缩空气,或用风机、风扇加压的热空气直接加热从冷箱内排放的液体,使其

快速气化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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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净化设备

4.3.1
过滤器 filter
从流体中除去固体微粒和油雾的设备。

4.3.2
空气过滤器 airfilter
用来过滤空气中固体微粒的过滤器。

4.3.3
干带式空气过滤器 drybandairfilter
用尼龙丝或棉、毛等纤维织成的长毛绒制成卷片状织物来过滤空气中夹带的尘埃的空气过滤器。

4.3.4
袋式空气过滤器 bagairfilter
用尼龙丝或棉、毛等纤维织成的长毛绒制成袋状织物来过滤空气中夹带的尘埃的空气过滤器。

4.3.5
自洁式空气过滤器 self-cleaningairfilter
在正常使用中,能够自动清洁附在过滤元件表面上的机械杂质、灰尘等的空气过滤器。

4.3.6
二氧化碳过滤器 carbondioxideparticlefilter
用来过滤二氧化碳颗粒的过滤器。

4.3.7
膨胀空气过滤器 expandedairfilter
装在膨胀机前,用来过滤空气中二氧化碳颗粒和固体微粒的过滤器。

4.3.8
增压空气过滤器 boostedairfilter
装在增压膨胀机增压端前,用来过滤增压空气中的固体微粒的过滤器。

4.3.9
空气预冷系统 airprecoolingsystem
空气预冷设备 airprecoolingequipment
用来冷却压缩机出口空气的设备(系统)。

4.3.10
空气冷却塔 aircoolingcolumn
利用较低温度的水来冷却压缩空气至设定温度的塔。

4.3.11
水冷却塔 watercoolingcolumn
利用空分冷箱中排出来的常温、相对湿度为零的污氮(纯氮)与水在塔内进行充分接触,以降低水温

的塔。

4.3.12
空气纯化系统 airpurificationsystem
空气纯化设备 airpurificationequipment
用来净化空气中的水分、CO2、C2H2 及部分碳氢化合物的设备(系统)。

4.3.13
纯化器 purifier
用吸附法或催化法净除气体中杂质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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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4
干燥器 drier
内装干燥剂用以除去气体中水分的设备。

4.3.15
吸附器 adsorber
用吸附法净除流体中杂质的设备。
注:按流体名称不同有液空吸附器、液氧吸附器,用于净除液空、液氧中CO2 以及C2H2 等杂质。

4.3.16
分子筛吸附器 molecularsieveadsorber
内装分子筛、干燥剂等吸附剂,用于净除空气中的水分、CO2、C2H2 及部分碳氢化合物的吸附设备。

4.3.17
立式吸附器 verticaladsorber
结构为立式的吸附器。

4.3.18
卧式吸附器 horizontaladsorber
结构为卧式的吸附器。

4.3.19
立式径向流吸附器 verticalradial-flowadsorber
空气从立式圆筒的底部进入,经整流周向导流,径向穿越吸附剂层后,流向圆心,然后经中心筒从顶

部流出的吸附器。

4.3.20
单层床 singlelayeradsorbent
分子筛吸附器内部床层只填装一种具有吸附功能的吸附剂的吸附设备。

4.3.21
双层床 doublelayeradsorbent
分子筛吸附器内部床层填装两种具有吸附功能的吸附剂的吸附设备。

4.3.22
切换周期 switchingperiod
一台吸附器完成一次工作和再生所需要的时间。

4.3.23
气液分离器 gas-liquidseparator
将气流中所含的液滴分离出来的设备。

4.3.24
除沫器 demister
用于分离气体中的液滴或雾沫的设备。

4.3.25
水分离器 waterseparator
用来除去压缩气体中水滴和雾状水滴的设备。

4.3.26
油分离器 oilseparator
用来除去夹带在气体中的油雾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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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其他

4.4.1
仪表空气系统 instrumentairsystem
用来提供仪表用气的设备(系统)。

4.4.2
加温解冻系统 defrostingsystem
用来提供加温、解冻空分冷箱的干燥的热气体的设备(系统)。

4.4.3
冷箱 coldbox
空分设备用于换热和精馏的部分。
注:包括换热器、精馏塔、阀门、管道和钢结构等设备,以及设备与钢结构间填充的珠光砂等绝热材料。

4.4.4
液化冷箱 liquefiedcoldbox
把液化设备、机器、管道和阀门放在冷箱内,能使组分气体液化而获得该组分液态产品的冷箱。

4.4.5
整装冷箱 assembledcoldbox
在制造厂内已完成冷箱内单元设备、管道、阀门及其支架等安装的可整体运输的空分冷箱。

4.4.6
消声器 silencer
用以降低气流噪声的设备,壳体多为钢材。

4.4.7
消声塔 muffler
消声坑

能承受一定压力的消声元件所组成的消声体,装在能承受一定压力的钢筋混凝土上组成的设备,壳
体为钢筋混凝土。

4.4.8
钢铝过渡接头 SS/ALtransitionjoint
用于不锈钢管和铝管的过渡接头。

4.4.9
缓冲罐 buffertank
为减小气体上、下游管网压力波动相互影响而设置的容器。

4.4.10
提升气 gaslift
接入液体调节阀后适当位置的气体,使阀后液体能顺利到达工艺所需的高度。

4.4.11
空分启动时间 start-upduration
从开始启动膨胀机到生产出合格纯度的氧气或液氧产品为止所需要的时间。

4.4.12
低温氮气压缩机 cryogenicnitrogencompressor
对低温氮气进行压缩的压缩机,氮气工作温度一般为低于22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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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稀有气体提取设备

5.1 基本概念

5.1.1
稀有气体提取设备 raregasrecoveryequipment
用以提取氩、氖、氦、氪、氙等产品的设备。
注:一般附加在空气分离设备中。

5.1.2
稀有气体 raregas
氩、氖、氦、氪、氙五种气体。无色、无味,化学性质不活泼。在空气中含量极少。
注:可用低温法从空气中分离和提取。

5.1.3
氩气 argon
分子式Ar,相对分子质量39.95(按2018年IUPAC国际相对原子质量计算),是一种无色、无味的

气体。空气中的体积含量为0.932%。在标准状态下的密度为1.784kg/m3,沸点为87.291K。化学性

质不活泼,不能燃烧,也不助燃。主要用于金属焊接、冶炼等。
5.1.4

纯氩 pureargon
用深冷法分离空气制取的气态氩或液态氩,其氩含量(体积分数)大于或等于99.99%。

5.1.5
高纯氩 highpurityargon
用深冷法分离空气制取的气态氩或液态氩,其含氩量(体积分数)大于或等于99.999%,含氧量(体

积分数)小于或等于1.5×10-6,含氮量(体积分数)小于或等于4×10-6。
5.1.6

液氩 liquidargon
液体状态的氩,是一种无色、无味、透明的液体。

5.1.7
氖气 neon
分子式Ne,相对分子质量20.180(按2018年IUPAC国际相对原子质量计算),是一种无色、无味的

气体。空气中的体积含量为1.8×10-5。在标准状态下的密度为0.8713kg/m3,沸点为27.09K。化学

性质不活泼,不能燃烧,也不助燃。
注:主要用于照明技术等。

5.1.8
纯氖 pureneon
氖含量(体积分数)大于或等于99.99%(当氦含量小于7.5×10-5时)或大于或等于99.995%(当氦

含量小于3.5×10-5时)。
5.1.9

高纯氖 highpurityneon
氖含量(体积分数)大于或等于99.999%,含氦量(体积分数)小于或等于6×10-6。

5.1.10
液氖 liquidneon
液体状态的氖,是一种无色、无味、透明的液体。
注:液氖常用作低温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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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1
氦气 helium
分子式He,相对分子质量4.0026(按2018年IUPC国际相对原子质量计算),是一种无色、无味的

气体。空气中的体积含量为5.24×10-6。在标准状态下的密度为0.1769kg/m3,沸点为4.215K。化

学性质不活泼,不能燃烧,也不助燃。
注:主要用于泄漏检测、焊接、低温研究、特种重金属治炼、色谱分析载气、潜水呼吸气等。

5.1.12
纯氦 purehelium
氦含量(体积分数)大于或等于99.99%(当氖含量小于4×10-5时)或大于或等于99.995%(当氖含

量小于1.5×10-5时)。

5.1.13
高纯氦 highpurityhelium
氦含量(体积分数)大于或等于99.999%。

5.1.14
超纯氦 ultrapurityhelium
氦含量(体积分数)大于或等于99.9999%。

5.1.15
液氦 liquidhelium
将氦气冷却到露点所形成的液态氦,常压下的温度为4.2K,无色透明。
注:在常压下是目前已知温度最低的液体。

5.1.16
氪气 krypton
分子式Kr,相对分子质量83.798(按2018年IUPAC国际相对原子质量计算),是一种无色、无味的

气体。空气中的体积含量为1×10-6。在标准状态下的密度为3.6431kg/m3,沸点为119.79K。化学

性质不活泼,不能燃烧,也不助燃。
注:主要用于电真空及电光源等工业。

5.1.17
纯氪 purekrypton
氪含量(体积分数)大于或等于99.99%(合格品),大于或等于99.995%(一等品)。

5.1.18
高纯氪 highpuritykrypton
氪含量(体积分数)大于或等于99.999%。

5.1.19
电子级氪 electronicgradekrypton
氪含量(体积分数)大于或等于99.9999%。
注:主要应用于半导体工业,对颗粒度含量有特定要求。

5.1.20
宇航氪 aerospacegradekrypton
氪含量(体积分数)大于或等于99.9995%。
注:主要应用于航空航天领域,对颗粒度含量有特定要求。

5.1.21
氙气 xenon
分子式Xe,相对分子质量131.29(按2018年IUPAC国际相对原子质量计算),是一种无色、无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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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空气中的体积含量为8×10-8。在标准状态下的密度为5.89kg/m3,沸点为165.02K。化学性

质不活泼,不能燃烧,也不助燃。
注:主要用于电光源工业,也用于医疗、电真空、激光等领域。

5.1.22
纯氙 purexenon
氙含量(体积分数)大于或等于99.99%(合格品),大于或等于99.995%(一等品)。

5.1.23
高纯氙 highpurityxenon
氙含量(体积分数)大于或等于99.999%(合格品),大于或等于99.9995%(一等品)。

5.1.24
电子级氙 electronicgradexenon
氙含量(体积分数)大于或等于99.9999%。
注:主要应用于半导体工业,对颗粒度含量有特定要求。

5.1.25
宇航氙 aerospacegradexenon
氙含量(体积分数)大于或等于99.9995%。
注:主要应用于航空航天领域,对颗粒度含量有特定要求。

5.1.26
氩馏分 argonfraction
从上塔合适部位抽取的一股氧、氩、氮混合气。
注:作为氩提取的原料气体,其氩含量(体积分数)为8%~12%,氮一般小于0.06%,其余为氧。

5.1.27
氩回流液 argonreflux
在粗氩塔中精馏洗涤下来的氧、氩、氮混合液,回流至上塔合适部位,其组分与氩馏分气体成相

平衡。

5.1.28
粗氩 crudeargon
由粗氩塔塔顶获得的氩含量(体积分数)大于或等于96%,其余为氧和氮的混合气体。

5.1.29
工艺氩 processargon
粗氩加氢经除氧后获得的氩含量(体积分数)大于或等于96%,其余为氮和氢的混合气体。

5.1.30
余气 residualgas
废气 wastegas
由纯氩塔顶部冷凝器的冷凝侧排放的少部分氩、氮、氢(有的无氢组分)混合气体。

5.1.31
富氧液空蒸汽 oxygen-enrichedliquidairvapour
由粗氩冷凝器蒸发侧的液空蒸发形成的蒸汽。

5.1.32
富氧液空回流液 oxygen-enrichedliquidairreflux
为避免粗氩冷凝器蒸发侧液空中碳氢化合物的浓缩,排放回上塔的液体。

5.1.33
过量氢 excessivehydrogen
粗氩加氢除氧过程中使氧能完全反应,氢的加入量略大于其化学当量数,超出的这部分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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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4
粗氖氦气 crudeNe-He
氖氦馏分经粗氖氦塔分离而获得氖氦浓缩物。其氖和氦的总含量(体积分数)为30%~50%(有的

可提至60%~65%),其余为氮及少量氢(有的无氢组分)的混合气体。

5.1.35
氖氦混合气 Ne-Hemixture
经除氮氢(有的无氢组分)后所获得的氖氦混合气体,其组分含量(体积分数)氖约为75%,氦约

为25%。

5.1.36
贫氪氙 poorkrypton-xenon
贫氪塔塔底蒸发器中获得的浓缩物。其氪和氙的总含量(体积分数)为0.1%~0.15%,其余为氧

(甲烷含量0.1%~0.2%)的混合气体。

5.1.37
粗氪氙 crudekrypton-xenon
粗氪塔塔底蒸发器中获得的浓缩物。其氪、氙的总含量(体积分数)约为99%,其余约1%为氧的混

合气体(含有少量甲烷)。

5.2 单元设备

5.2.1
氩提取设备 argonrecoveryequipment
用以提取纯氩的设备。

5.2.2
粗氩塔 crudeargoncolumn
用来精馏氩馏分气体,以提取粗氩的精馏塔。
注:用筛板塔能提取含氩量(体积分数)大于或等于96%的粗氩。用填料塔能提取氩含量(体积分数)大于或等于

98.5%的粗氩。对于填料塔有的分两段制造,俗称粗氩塔Ⅰ、Ⅱ。

5.2.3
增效氩塔 crudeargoncolumn
不带氩流程中,为了增加空分氧提取率而配置的一种粗氩塔。

5.2.4
纯氩塔 pureargoncolumn
精氩塔

用来进一步分离粗氩,以提取氩含量(体积分数)99.99%~99.999%的精馏塔。

5.2.5
粗氩冷凝器 crudeargoncondenser
为粗氩塔提供回流液并伴随流体的相态变化(粗氩冷凝、液空蒸发)的换热器。

5.2.6
粗氩液化器 crudeargonliquefier
把粗氩气液化成液态的换热器。

5.2.7
氩回收器 argonrecoverer
用于对液氩储槽蒸发气体重新回收为液氩的热交换器。
81

GB/T10606—2023



5.2.8
纯氩冷凝器 pureargoncondenser
为纯氩塔提供回流液并伴随流体的相态变化(液氮、污液氮或液空蒸发、余气冷凝)的换热器。

5.2.9
纯氩蒸发器 pureargonevaporator
为纯氩塔提供上升蒸汽,并伴随流体的相态变化(液氩蒸发、氮气或工艺氩冷凝、液空过冷)的换

热器。

5.2.10
氩预冷器 argonprecooler
把工艺氩冷却至278K~283K的换热器。

5.2.11
氩纯化器 argonpurifier
内装催化剂(触媒),以催化法清除某些气体杂质的设备。

5.2.12
阻火器 flamearrester
内装阻火材料以阻止火焰倒入的设备。

5.2.13
氖氦提取设备 Ne-Herecoveryequipment
用以分离和提取纯氖、纯氦或高纯氖、高纯氦的设备。

5.2.14
粗氖氦塔 crudeNe-Hecolumn
氖氦浓缩塔 Ne-Heconcentratingcolumn
用分离、精馏的方法使氖氦馏分中的部分氮被分离,以达到浓缩氖氦、制取粗氖氦的精馏塔。

5.2.15
粗氖氦冷凝器 crudeNe-Hecondenser
为粗氖氦塔提供回流液并伴随流体相态变化(液氮蒸发、氖氦馏分中的部分氮冷凝)的换热器。

5.2.16
粗氖氦除氮器 nitrogenremoverforcrudeNe-He
用以除去粗氖氦气中的氮,以制取氖氦混合气体的设备。

5.2.17
氖氦分离器 Ne-Heseparator
把氖氦混合气体分离为单组分的氖气和氦气的设备。

5.2.18
氖纯化器 neonpurifier
把未达到产品纯度的氖气用吸附法作进一步的纯化处理,除去氖气中的少量杂质,以获得纯氖气体

的设备。

5.2.19
氦纯化器 heliumpurifier
把未达到产品纯度的氦气用吸附法作进一步的纯化处理、除去氦气中的少量杂质,以获得纯氦气体

的设备。

5.2.20
粗氖氦吸附器 crudeNe-Headsorber
把经过除氢操作后的粗氖氦气用低温吸附的方法去除所含氮组分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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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1
纯氖氦塔 pureNe-Hecolumn
用低温精馏的方法使氖氦混合气分离成液氖和氖氦混合气的精馏塔。

5.2.22
纯氖氦蒸发器 pureNe-Heevaporator
为纯氖氦塔提供上升蒸汽并伴随流体的相态变化(液氖蒸发、氖氦混合气冷凝)的换热器。

5.2.23
氪氙提取设备 Ke-Xerecoveryequipment
用以提取纯氪和纯氙或高纯氪、高纯氙的设备。

5.2.24
贫氪塔 poorkryptoncolumn
一氪塔 firstkryptoncolumn
以液氧或气氧为原料气体进行第一次精馏浓缩,以提取贫氪液体的精馏塔。

5.2.25
粗氪塔 crudekryptoncolumn
二氪塔 secondkryptoncolumn
以贫氪为原料气体进行第二次浓缩,以提取粗氪液体的精馏塔。

5.2.26
纯氪塔 purekryptoncolumn
用来分离粗氪气体以制取纯氪和工艺氙的精馏塔。

5.2.27
纯氙塔 purexenoncolumn
用粗氙气体为原料气体进行分离并提取纯氙的精馏塔。

5.2.28
贫氪蒸发器 poorkryptonevaporator
为贫氪塔提供上升蒸汽并伴随流体的相态变化(贫氪蒸发、空气或氮气冷凝)的换热器。

5.2.29
贫氪冷凝器 poorkryptoncondenser
为贫氪塔提供回流液并伴随流体的相态变化(液氮蒸发、氧气冷凝)的换热器。

5.2.30
贫氪换热器 poorkryptonheatexchanger
贫氪气预冷至某一个温度的换热器。

5.2.31
粗氪蒸发器 crudekryptonevaporator
为粗氪塔提供上升蒸汽并伴随流体的相态变化(粗氪蒸发、氮气冷凝)的换热器。

5.2.32
粗氪冷凝器 crudekryptoncondenser
为粗氪塔提供回流液并伴随流体的相态变化(液氮蒸发、贫氪冷凝)的换热器。

6 低温液体贮运设备

6.1 基本概念

6.1.1
普通堆积绝热 conventionalaccumulationinsulation
在需要保温的设备周围填充或包扎一定厚度的绝热材料,以抑制热量传递的绝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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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常用的绝热材料有膨胀珍珠岩、泡沫玻璃和超细玻璃纤维等。

6.1.2
高真空绝热 highvacuuminsulation
将双层壁构成的夹层抽空至1×10-3Pa以下的真空度,以消除气体对流传热和绝大部分残余气体

导热的绝热方式。

6.1.3
真空粉末绝热 vacuumpowderinsulation
粉末真空绝热

在夹层空间填充粉末型绝热材料,并抽至某一压力范围的真空即能获得较好的绝热效果的绝热

形式。

6.1.4
高真空多层绝热 highvacuummultilayerinsulation
多层真空绝热

罐体的夹层空间内设置多层交替组合的间隔材料和反射屏并抽至高真空所形成的绝热方式。

6.1.5
真空复合绝热 vacuumcompositeinsulation
夹层空间内除设置高真空多层绝热材料外,还局部填充超细玻璃纤维绝热材料,并抽至高真空所形

成的绝热方式。

6.1.6
高真空多屏绝热 highvacuummulti-shieldinsulation
一种将多层绝热辐射屏和蒸汽冷却传导屏相结合的、夹层空间抽至真空的绝热形式。

6.1.7
真空液氮屏绝热 vacuumLN2-shieldinsulation
在真空夹层中装置液氮保护屏的绝热形式。
注:液氮屏构成77K辐射壁面,从而可降低热壁温度,提高绝热效果,有效地减少低温液体(液氢、液氦)的蒸发。

6.1.8
几何容积 geometricvolume
按设计的几何尺寸确定的内容器内部体积(扣除内件的体积)。
注:单位为立方米(m3)。

6.1.9
有效容积 effectivevolume
在使用状态下,内容器允许充装液体的最大体积。
注:单位为立方米(m3)。

6.1.10
充满率 fillingrate
深冷容器充装冷冻液化气体的液体体积与内容器的几何容积之比。

6.1.11
额定充满率 specifiedfillingrate
深冷容器充装时,充装液体量达到设计规定最高液面时的液体体积与内容器几何容积之比。

6.1.12
表观导热率 apparentthermalconductivity
有效导热率 effectivethermalconductivity
绝热结构的整体绝热效应(传导、对流、辐射共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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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通常由试验方法确定,单位为瓦每米开[W/(m·K)]。

6.1.13
蒸发损失量 evaporationloss
由于环境热量导入引起低温液体在单位时间内汽化的液体量。

6.1.14
静态蒸发率 staticevaporationrate
低温绝热贮槽在额定充满率下,静置达到热平衡后,24h内自然蒸发损失的深冷液体质量与内容

器有效容积下深冷液体质量的百分比,换算为标准大气压(1.01325×105Pa)和环境温度(293.15K)的
状态下的蒸发率值。

注:单位为百分比每天(%/d)。

6.1.15
封结真空度 sealed-offvacuumdegree
罐体夹层抽真空结束并且封闭抽真空接口后,在常温下真空夹层压力相对稳定时的真空度。
注:单位为帕(Pa)。

6.1.16
夹层真空度 annularspacevacuumdegree
深冷容器中夹层空间的气体绝对压力。

6.1.17
真空夹层漏气速率 leakagerateofvacuumannularspace
单位时间内漏入真空夹层的气体量。
注:单位为帕立方米每秒(Pa·m3/s)。

6.1.18
真空夹层放气速率 outgassingrateofvacuuminterspace
真空夹层绝热材料、器壁表面等在单位时间内释放出的气体量。
注:单位为帕立方米每秒(Pa·m3/s)。

6.1.19
真空夹层漏放气速率 outgassingandleakageofvacuuminterspace
真空夹层漏气速率和放气速率之和。
注:单位为帕立方米每秒(Pa·m3/s)。

6.1.20
无损贮存时间 timeoflosslessstorage
维持时间 holdingtime
按额定充满率充装低温液体,内部静置的低温液体在大气压力下与外部环境温度达到热平衡后,补

液至额定充满率,且关闭气相阀门后,内容器从环境大气压力开始上升到安全泄放装置开始泄放经历的

时间,且换算为标准大气压(1.01325×105Pa)和设定环境温度(293.15K)下的时间。
注:单位为小时(h)。

6.2 低温液体容器

6.2.1
低温液体容器 cryogenicliquidvessel
贮存和运输低温液体的设备。
注:它是杜瓦容器、贮液器、低温液体气瓶、低温液体贮槽的统称。

6.2.2
杜瓦容器 dewar
以杜瓦命名,以真空绝热贮存低温液体的小型低温液体贮存容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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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直口杜瓦容器 cylindricaldewar
一种颈管与容器内胆是等直径的敞口的低温液体贮存容器。

6.2.4
低温液体气瓶 cryogenicliquidcylinder
一种小型的真空多层绝热的贮存低温液体的容器。

6.2.5
低温液体贮槽 cryogenicliquidtank
贮槽 tank
一种较大型的贮存低温液体的容器。

6.2.6
圆柱形贮槽 cylindricaltank
容器的结构形状是圆柱形的贮槽。

6.2.7
球形贮槽 sphericaltank
容器的结构形状是球形的贮槽。

6.2.8
子母式贮槽 clustertank
多个容器(即子罐)并联组成的内罐,置于一个大型外罐(即母罐)内的贮槽。

6.2.9
平底贮槽 flatbottomtank
容器的结构形状是平底圆柱形的贮槽。
注:它是常压并大容量的贮槽。

6.2.10
卧式贮槽 horizontaltank
水平安装的贮槽。

6.2.11
立式贮槽 verticaltank
垂直安装的贮槽。

6.2.12
固定式贮槽 stationarytank
安装在生产、使用地附近并固定地点的贮槽。

6.2.13
移动式罐车 movabletank
低温液体的贮存和运输设备。
注:包括汽车罐车、罐式拖车、罐式集装箱和铁路罐车。

6.2.14
汽车罐车 roadtanker
△△汽车罐车 △△roadtanker
贮槽固定在汽车底盘上,用于公路运输的低温液体贮运设备。
注:“△△”表示所贮运低温液体的介质符号。

6.2.15
罐式拖车 tanktrailer
△△罐式拖车 △△tanktrailer
贮槽固定在拖车架上,由牵引车牵引运输的低温液体贮运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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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示所贮运低温液体的介质符号。

6.2.16
铁路罐车 railtanker
△△铁路罐车 △△railtanker
贮槽固定在拖车体上,用于铁路长途运输的低温液体贮运设备。
注:“△△”表示所贮运低温液体的介质符号。

6.2.17
罐式集装箱 tankcontainer
由两个基本部分即单个罐体或多个罐体,以及附在标准集装箱框架组成的用于储运低温液体的移

动式贮槽。

6.2.18
罐车空载行驶试验 no-loadrunningtestoftanker
贮罐未装低温液体时,经空载行驶检查罐车在运输状态和停车后的性能的试验。

6.2.19
罐车满载行驶试验 full-loadrunningtestoftanker
贮罐装满低温液体,经满载行驶检查罐车在运输状态和停车后的性能的试验。

6.2.20
应变强化容器 pressurestrengthenedvessel
低温液体容器中,奥氏体不锈钢制内容器在室温下施加压力进行应变强化处理,卸载后使壳体发生

总体塑性变形并达到结构稳定的容器。

6.3 气化设备

6.3.1
气化设备 vaporizationequipment
由贮槽、气化器、减压系统、平衡器和送气管道等组成的供气设备。

6.3.2
气化器 vaporizer
把低温液体汽化为气体的热交换器。

6.3.3
增压器 pressurebuildingunit;PBU
利用外界热量汽化少量低温液体为气体,使其返至容器气相空间,以使气体增压的气化器。

6.3.4
移动式气化设备 movablevaporizationequipment
安装在车辆上的或其他可移动装置上的气化设备。

6.3.5
空浴式气化器 airbathvaporizer
用常温空气对低温液体进行加热的气化器。

6.3.6
水浴式气化器 waterbathvaporizer
利用水为热传导介质对低温液体进行加热的气化器。

6.3.7
气化充瓶车 tankerwithvaporizationandcylinder-fillingequipment
由移动式罐车、低温液体泵、气化设备及充灌设备等组成的充瓶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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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移动式罐车将低温液体运往用气地点,由低温液体泵增压输送给气化设备,使其汽化成气态,经充灌设备充入

钢瓶。

6.3.8
电复热器 electricreheater
采用电加热,使得低温气体复热到常温气体的设备。

6.3.9
充瓶装置 cylinderfillingdevice
由管道、阀门、安全阀、压力表及充瓶接头组成,用于充装16.5MPa及以下的高压气瓶的连接装置。

6.4 低温输液管

6.4.1
低温输液管 cryogenicdeliverypipe
输送低温液体的管道。

6.4.2
裸管 barepipe
光管

无绝热措施的输液管。

6.4.3
普通绝热输液管 deliverypipewithconventionalinsulation
用普通绝热形式绝热的输液管。

6.4.4
真空绝热输液管 deliverypipewithvacuuminsulation
用真空或真空多层绝热的输液管。

6.4.5
挠性绝热输液管 flexibledeliverypipewithinsulation
用纤维绝热材料缠绕在金属波纹管上,具有挠性的输液管。

6.4.6
真空绝热挠性输液管 flexibledeliverypipewithvacuuminsulation
内外管为金属波纹管,具有挠性的夹层空间抽至真空的输液管。

6.5 零部件

6.5.1
内容器 innervessel
贮存低温液体并能承受一定压力的容器。

6.5.2
外壳 outershell
外容器

低温容器的绝热夹套的外壳体。

6.5.3
辐射屏 radiationshield
反射屏

一种具有高反射性并能降低冷热壁面间的辐射热流的屏。
注:通常由铝箔或镀铝涤纶薄膜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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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4
冷却传导屏 cooledconductionshield
一种导热性好的材料以低热阻的方法固定在低温容器颈管上,将绝热层中的热流导入颈管为蒸发

逸出的冷气所带走,从而降低热壁温度,减少辐射热流的屏。

6.5.5
间隔物 spacer
在多层绝热中采用低导热系数、低放气率、具有一定机械强度和较大接触阻力的材料(如玻璃纤维

布、植物纤维纸等),用以防止辐射屏接触,增大接触热阻的间隔层。

6.5.6
支承 support
容器的承载和连接结构。

6.5.7
内支承 internalsupport
内容器与外壳体之间的连接支承结构。

6.5.8
外支承 externalsupport
外壳体与基础(对移动式罐车是车架)之间的连接支承结构。

6.5.9
固定支承 stationarysupport
采用焊接或螺栓连接的固定连接形式的支承结构。

6.5.10
活动支承 movablesupport
考虑温度补偿,允许支承部位局部移动或偏转的支承结构。

6.5.11
悬挂支承 suspensionsupport
内支承的一种,常用链、带、杆、管、绳等构件将内容器固定于外壳体中的连接支承结构。

6.5.12
吸附室 adsorptionchamber
为保持和提高夹层真空,在低温液体容器的夹层内设置填充吸附剂的腔室。

6.5.13
快装接座 fastconnector
用于贮槽充排液口与槽车充排口等快速联接的接头。

7 透平膨胀机

7.1 分类

7.1.1
透平膨胀机 turbo-expander
通过流体在喷嘴和工作轮中的膨胀使工作轮旋转,对外作功而降低流体出口温度和压力的机械。

7.1.2
冲动式透平膨胀机 impulseturbo-expander
冲击式透平膨胀机

反动度小于或等于0.1的透平膨胀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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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反动式透平膨胀机 reactionturbo-expander
反击式透平膨胀机

反作用式透平膨胀机

反动度大于0.1的透平膨胀机。

7.1.4
单级透平膨胀机 single-stageturbo-expander
由一个导流器、喷嘴、工作轮及其他部件组成的透平膨胀机。

7.1.5
多级透平膨胀机 multistageturbo-expander
包含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导流器、喷嘴、工作轮的透平膨胀机。

7.1.6
向心径流式透平膨胀机 radial-inflowturbo-expander
流体从工作轮叶片流道的径向进入,径向流出的透平膨胀机。

7.1.7
向心径-轴流式透平膨胀机 radial-axial-flowturbo-expander
流体从工作轮叶片流道的径向进入,轴向流出的透平膨胀机。

7.1.8
低压透平膨胀机 lowpressureturbo-expander
进口压力不大于1.6MPa的透平膨胀机。

7.1.9
中压透平膨胀机 mediumpressureturbo-expander
进口压力大于1.6MPa且不大于6.4MPa的透平膨胀机。

7.1.10
高压透平膨胀机 highpressureturbo-expander
进口压力大于6.4MPa且不大于16.0MPa的透平膨胀机。

7.1.11
增压机-透平膨胀机 boosterturbo-expander
增压透平膨胀机

增压机制动的透平膨胀机。

7.1.12
气体轴承透平膨胀机 gas-bearingturbo-expander
转子采用气体轴承支承的透平膨胀机。

7.1.13
油轴承透平膨胀机 oil-bearingturbo-expander
转子采用油轴承支承的透平膨胀机。

7.1.14
电磁轴承透平膨胀机 magneticbearingturbo-expander
转子采用电磁轴承支承的透平膨胀机。

7.1.15
高温透平膨胀机 hightemperatureturbo-expander
膨胀端进气温度较高的膨胀机。
注:工艺流路上同时存在两台不同的透平膨胀机组时,将进气温度较高的透平膨胀机组称为高温透平膨胀机组,将

进气温度较低的透平膨胀机组称为低温透平膨胀机组。

72

GB/T10606—2023



7.1.16
液体透平膨胀机 liquidturbo-expander
进口流体为具有一定过冷度的低温液体作为膨胀介质的透平膨胀机。

7.1.17
风机制动 brakebyblower
利用风机消耗膨胀功,使膨胀机稳定运转的制动方法。

7.1.18
增压机制动 brakebybooster
压缩机制动 brakebycompressor
利用增压机回收膨胀功,使膨胀机稳定运转的制动方法。

7.1.19
电机制动 brakebygenerator
利用发电机回收膨胀功,使膨胀机稳定运转的制动方法。

7.1.20
油制动 oilbrake
利用油制动器消耗膨胀功,使膨胀机稳定运转的制动方法。

7.1.21
节流调节 controlbythrottling
通过节流改变膨胀机进口压力,调节膨胀机制冷量的方法。

7.1.22
喷嘴组调节 controlbynozzleblock
副喷嘴调节

部分进气调节

通过关闭部分喷嘴来调节膨胀机制冷量的方法。

7.1.23
转动喷嘴调节 controlbyrotatingnozzle
可调喷嘴调节

转动喷嘴环叶片角度,改变喷嘴流通面积,以调节膨胀机制冷量的方法。

7.1.24
变高度喷嘴调节 controlbychangingheightofnozzle
改变喷嘴环叶片轴向有效高度,使喷嘴流通面积发生变化,以调节膨胀机制冷量的方法。

7.1.25
弹卡结构 cartridgeclipstructure
包容转子的主要外围零、部件的统称。
注:如轴承箱、轴承等均为整体结构,轴承箱内各零、部件的安装方式采用插入式定位,沿转子轴向装拆的结构

型式。

7.2 性能

7.2.1
工作轮进口压力 impellerinletpressure
间隙压力 clearancepressure
流体进入工作轮时的绝对静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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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特性曲线 characteristiccurve
表示膨胀机效率、流量、反动度、速度比等主要参数之间关系的曲线。

7.2.3
级 stage
一个完整通流部分(包括蜗壳、喷嘴、工作轮和扩压器)的组合。

7.2.4
膨胀比 expansionratio
级进口绝对总压力与出口绝对总压力之比。

7.2.5
理想速度 idealvelocity
等熵速度 isentropicvelocity
级的等熵焓降全部转变为动能时气体所具有的速度。

7.2.6
速度比 velocityratio
特性比

工作轮进口外缘线速度与理想速度之比。

7.2.7
反动度 degreeofreaction
反作用度

反击度

在理想情况下工作轮的等熵焓降与级的等熵焓降之比。

7.2.8
喷嘴喉部宽度 throatwidthofnozzle
bc
喷嘴环两相邻叶片之间的最小距离(见图1)。

图1 透平膨胀机喷嘴部分代号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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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9
喷嘴叶片出口安装角 settingangleofvaneatnozzleoutlet
α1A
由工作轮进口绝对速度角和喷嘴环叶栅参数确定的叶片出口位置角(见图1)。

7.2.10
工作轮进口圆周速度 peripheralvelocityofimpellerinlet(tipvelocity)
工作轮进口处的切向速度。
注:它的大小等于该处半径与工作轮转动角速度的乘积,它的方向为该处转动圆周的切线方向。

7.2.11
喷嘴相对损失 relativelossofnozzle
喷嘴中的能量损失与膨胀机级的等熵焓降之比。

7.2.12
工作轮相对损失 relativelossofimpeller
工作轮中的能量损失与膨胀机级的等熵焓降之比。

7.2.13
相对余速损失 relativeresidualspeedloss
工作轮出口处流体动能与膨胀机级的等熵焓降全部换算为动能之比。

7.2.14
相对轮盘摩擦损失 relativefrictionlossofimpellerdisk
工作轮轮盘、轮盖或叶片克服与流体的摩擦所消耗的能量与膨胀机级的等熵焓降之比。

7.2.15
相对内泄漏损失 relativeleakagelossatclearance
在工作轮叶顶侧或轮盖侧与机壳之间的间隙中,由泄漏引起的能量损失与膨胀机级的等熵焓降

之比。
7.2.16

相对跑冷损失 relativecoldloss
由膨胀机构件与周围环境间的热传递引起的冷量损失与膨胀机产冷量之比。

7.2.17
外泄漏损失 exteriorleakageloss
通过轴封泄漏到外界的气量损失。

7.2.18
等熵效率 isentropicefficiency
计及各种损失后,气体实际焓降和理论等熵焓降之比。

7.2.19
制冷量 refrigerationcapacity
单位时间内,气体通过膨胀机所产生的冷量。

7.2.20
有效机械功率 effectivemechanicalpower
计及机械效率时膨胀机单位时间内输出的机械功。

7.3 零、部件

7.3.1
喷嘴环 nozzlering
导流器 distributor
具有两个端壁的环形叶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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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转子 rotor
由工作轮、主轴等零件组成的整个旋转部件。

7.3.3
工作轮 impeller
将流体的能量转变为机械功以产生冷量的叶轮。

7.3.4
闭式工作轮 closedimpeller
环形叶栅两端分别有轮盘和轮盖的工作轮。

7.3.5
半开式工作轮 semi-openedimpeller
仅在环形叶栅一端有轮盘而无轮盖的工作轮。

7.3.6
开式工作轮 openedimpeller
环形叶栅两端无轮盘也无轮盖,或轮盘只有中心部分而外缘被切除的工作轮。

7.3.7
风机轮 impellerofblower
安装在主轴上用来消耗膨胀功进行风机制动的叶轮。

7.3.8
增压轮 impellerofbooster
安装在主轴上用来回收膨胀功压缩流体进行增压机制动的叶轮。

7.3.9
风机蜗壳 voluteofblower
汇集并导出风机轮压缩气体的部件。

7.3.10
增压机蜗壳 voluteofbooster
汇集并导出增压轮压缩流体的部件。

7.3.11
减速箱 reducercasing
齿轮箱 gearbox
膨胀机与制动电机间的变速装置。

7.3.12
气体轴承 gasbearing
用气体作润滑剂的轴承,工作时轴承中相对滑动的两个精加工表面被气膜所隔开而互不接触或呈

悬浮状态。

7.3.13
气体静压轴承 aerostaticbearing
具有一定压力的轴承外部气体不断通过进气孔进入轴承间隙,拾起运动件以建立承载气膜的气体

轴承。

7.3.14
气体动压轴承 aerodynamicbearing
通过运动件相对运动在轴承间隙内自动形成动压气膜从而产生承载能力的气体轴承。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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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5
主动磁力轴承 activemagneticbearing
通过控制器施加电磁场使转子悬空,工作时轴承与转子表面不发生接触的轴承系统总成。

7.3.16
辅助轴承 auxiliarybearing
全速跌落情况下,避免主动磁力轴承与转子发生直接接触的保护轴承。

7.3.17
制动电机 brakegenerator
回收膨胀功并转换成电能的电机。

7.3.18
主油泵 mainoilpump
膨胀机在正常运转时所使用的循环油泵。

7.3.19
辅助油泵 subsidiaryoilpump
膨胀机在起动、停车阶段或非正常工况时所使用的循环油泵。

7.3.20
油过滤器 oilfilter
滤除润滑油中机械杂质的部件。

7.3.21
压油容器 pressureoiltank
压力油箱

非正常工况下,利用压缩气体供油的容器。
7.3.22

囊式蓄能器 bladderaccumulator
利用油容器中设有的预充有一定压力气体的皮囊,在非正常情况下向机器供油的容器。

8 低温液体泵

8.1 分类

8.1.1
低温液体泵 cryogenicliquidpump
空气分离设备中用于输送低温液态组分的泵。

8.1.2
往复式低温液体泵 reciprocatingcryogenicliquidpump
空气分离设备中用于输送低温液态组分且作往复式运动的泵。
注:简称低温往复泵。

8.1.3
活塞式低温液体泵 pistontypecryogenicliquidpump
以活塞作往复运动的低温液体泵。
注:简称低温活塞泵。

8.1.4
柱塞式低温液体泵 plungertypecryogenicliquidpump
以柱塞作往复运动的低温液体泵。
注:简称低温柱塞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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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5
立式低温往复泵 verticalreciprocatingcryogenicliquidpump
活塞(或柱塞)往复运动轨迹为铅垂线的往复式低温液体泵。

8.1.6
卧式低温往复泵 horizontalreciprocatingcryogenicliquidpump
活塞(或柱塞)往复运动轨迹为水平线的往复式低温液体泵。

8.1.7
离心式低温液体泵 centrifugalcryogenicliquidpump
空气分离设备中用于输送低温液态组分且做离心运动的泵。
注:简称低温离心泵。

8.1.8
立式低温离心泵 verticalcentrifugalcryogenicliquidpump
泵轴为铅直方向结构的离心式低温液体泵。

8.1.9
卧式低温离心泵 horizontalcentrifugalcryogenicliquidpump
泵轴为水平方向结构的离心式低温液体泵。

8.1.10
低温潜液泵 cryogenicsubmersiblepump
一种采用浸没式结构,即泵和电机都浸没在低温介质中,以实现低温介质的“零泄漏”的低温液

体泵。

8.1.11
两级低温离心泵 two-stagecryogeniccentrifugalpump
由两个叶轮串联,且用来输送低温液体介质的离心式液体泵。

8.1.12
多级低温离心泵 multistagecryogeniccentrifugalpump
具有三个或者三个以上叶轮串联,且用来输送低温液体介质的离心式液体泵。

8.1.13
充气迷宫密封 gas-filledlabyrinthseal
利用迷宫型式的密封结构,并在其中通入密封用气体,以防止低温液体沿泵轴泄漏的密封方式。

8.1.14
填料密封 glandpackingseal
靠压紧填料与活塞杆的外圆表面接触来实现密封的方式。

8.1.15
机械密封 mechanicalseal
由动环、静环以及补偿机构组成,通过垂直于回转轴的动静环平面之间接触压力实现流体密封的一

种方式。

8.1.16
干气密封 drygasseal
垂直于旋转轴线端面,在动环端面外侧开设流体动压槽,旋转作用以及辅助密封配合下密封副之间

形成很薄的气膜实现非接触密封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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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性能

8.2.1
行程容积 strokevolume
单个活塞(或柱塞)在一次排出或吸入行程中所扫过的泵缸容积。

8.2.2
流量不均匀系数 flownonuniformitycoefficient
反映低温往复泵流量不均匀程度的系数。

8.2.3
行程 stroke
活塞(或柱塞)运行在两个死点之间的位移。

8.2.4
吸入行程 suctionstroke
活塞(或柱塞)从一个死点向另一个死点运动使泵缸中容积增大,并伴有介质吸入的过程。

8.2.5
压出行程 displacingstroke
活塞(或柱塞)从一个死点向另一个死点运动,使泵缸中容积减少,并伴有介质排出的过程。

8.2.6
往复数 numberofreciprocation
单位时间内活塞(或柱塞)往复运动的次数。

8.2.7
活塞力 pistonforce
介质对活塞(或柱塞)沿运动方向的作用力。

8.2.8
吸入压力 suctionpressure
进口压力 inletpressure
泵体进口法兰处截面介质的静压力。

8.2.9
排出压力 dischargepressure
出口压力 outletpressure
泵体出口法兰处截面介质的静压力。

8.2.10
扬程 pumphead
低温离心泵产生的总水头。
注:其值等于泵出口总水头和入口总水头的代数差。

8.2.11
比转速 specificspeed
低温离心泵中判别动力式泵水力特征的相似准数。

8.2.12
汽蚀余量 netpositivesuctionhead;NPSH
泵入口处(压力最低点)单位质量液体所具有的能量(静压能和动能)与输送液体在工作温度下的饱

和蒸汽压头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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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3
规定点 specifiedpoint
在设计制造时所给定的转速、流量、扬程、轴功率、气蚀余量以及效率值所对应的工况点。

9 仪电控

9.1 电控系统

9.1.1
电机软启动器 motorsoftstarter
限制电机启动电压、电流等,减少电机启动机械冲击及对电网影响的一种设备。

9.1.2
电压源型变频器 voltagesourceinverter
采用电容器等容性负载进行直流侧滤波的变频器。

9.1.3
电流源型变频器 currentsourceinverter
采用电抗器等感性负载进行直流侧滤波的变频器。

9.1.4
双电源自动投切装置 dualpowerresourcesautomatictransformingswitchequipment
用于电网系统中实现两路电源自动切换,实现电源连续供电的一种装置。

9.1.5
启动用自耦变压器 autotransformerforstartup
一种用于电机启动的自耦变压器,能降低电机启动的电流。

9.1.6
启动用电抗器 reactorforstartup
一种用于电机启动的电抗器,能降低电机启动的电流。

9.1.7
功率因素 powerfactor
交流电路中有功功率对视在功率的比值。

9.1.8
母排 busbar
供电系统中,作为导线使用的电气柜中总开关与分支开关连接的铜排或铝排。

9.1.9
电压降 voltagedrop
描述电场力移动电荷做功能力的物理量。

9.2 仪控系统

9.2.1
智能空分 intelligentairseparationunit
具备信息收集、信息处理、信息反馈、控制决策能力,采用模型预测、机器学习、大数据处理等先进技

术,实现自主运行的空分设备。

9.2.2
智能空分工厂 intelligentairseparationplant
以一套或几套智能空分为主要生产设备,进行氧、氮、氩及其他稀有气体等工业气体生产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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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

9.2.3
先进控制系统 advancedprocesscontrol
采用区别于传统单回路控制,通过过程变量的采集与处理、多变量动态过程模型辨识、软测量等一

系列主要技术实现复杂工业过程的控制策略的控制系统。
9.2.4

模型预测控制 modelpredictivecontrol
一种综合可预测过程未来行为的动态预测模型、在线反复优化计算并滚动实施控制作用、模型误差

的反馈校正技术的闭环优化控制策略。

9.2.5
自动变负荷 automaticloadchange
实现空分设备不同负荷自动变换的技术。

9.2.6
自主运行 autonomousoperation
无需人工干预,自动实现空分设备长周期高效稳定运行的技术。

10 汽轮机及其辅助系统

10.1 汽轮机

10.1.1
旁通调节 by-passgoverning
操纵旁通阀从而调节汽轮机功率的调节方式。

10.1.2
电液调节 electro-hydrauliccontrol
汽轮机的压力、功率、转速等电信号,经综合放大,通过电液转换器,操纵液压执行机构以控制汽轮

机运行的调节方式。

10.1.3
主蒸汽 mainsteam
汽轮机主汽阀前的蒸汽。

10.1.4
新蒸汽 initialsteam
调节阀后喷嘴组前的蒸汽。

10.1.5
抽汽 extractionsteam
由汽轮机中间级抽出的蒸汽。

10.1.6
调整抽汽 regulatedextractionsteam
自汽轮机中抽出,并保证一定压力范围的蒸汽。

10.1.7
排汽 exhauststeam
自汽轮机排汽缸排出的蒸汽。

10.1.8
背压 backpressure
背压式汽轮机排出蒸汽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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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9
暖机 warming
转动汽轮机并送入少量蒸汽使其各部件均匀受热的操作过程。

10.1.10
冷却停机 coolingshut-down
使蒸汽压力、温度降低让汽轮机边冷却边停机的操作过程。

10.1.11
破坏真空 vacuumbreak
汽轮机停机时为缩短空转时间而打开真空破坏阀使空气进入凝汽器的过程。

10.1.12
起动 starting
汽轮机从静止状态升速到运转状态的运行过程。

10.1.13
冷态起动 coldstarting
汽轮机在其金属温度接近室温或根据设计规定的状态下进行起动。

10.1.14
热态起动 hotstarting
汽轮机停机后其金属温度尚未降至冷态起动的温度而再次进行的起动。

10.1.15
起动特性曲线 startingcharacteristiccurve
表示起动时汽轮机各种变量(如机组温升、膨胀等)与转速或时间的关系曲线。

10.1.16
惰走时间 idletime
汽轮机在额定转速下从截断向汽轮机送汽时开始,至转子完全停止转动所需的时间。

10.1.17
主蒸汽流量 mainsteamflow
进入汽轮机主汽阀的蒸汽量。

10.1.18
主汽阀 maintripvalve
使主蒸汽进入汽轮机并能快速关闭的阀。

10.1.19
调节汽阀 governingcontrolledvalve
由调速器控制流进或者流出汽轮机蒸汽流量的装置调节蒸汽量的装置。

10.1.20
电液转换器 electro-hydraulicservovalve
将电讯号转换为液压讯号的机构。

10.1.21
低真空保护装置 vacuumtripdevice
真空度降低到一定值后能使汽轮机减负荷运行或停机的装置。

10.1.22
真空破坏器 vacuumbreaker
汽轮机紧急停机时为了破坏真空而向排汽缸或凝汽器导入空气的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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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3
低压缸喷水装置 lowpressurecasingspray
为防止排汽缸温度上升而设置的向排汽喷水的冷却装置。

10.2 辅助设备

10.2.1
滤油器 oilpurifier
去除透平油中的水分和尘埃等杂质的装置。

10.2.2
盘车装置 turninggear
汽轮机起动前和停机后,为避免转子变形使转子转动的装置。

10.2.3
汽封抽气器 glandsteamexhauster
将汽封漏汽及吸入的空气抽入汽封凝汽器使漏汽凝结,并将空气排出的装置。

10.2.4
汽封凝汽器 glandsteamcondenser
使汽封漏汽凝结的装置。

10.3 性能与试验

10.3.1
真空试验 vacuumtest
汽轮机起动前检验真空严密情况所进行的试验。

10.3.2
空负荷试验 noloadtest
机组在不带负荷状态下的性能试验。

10.3.3
带负荷试验 loadtest
机组在规定负荷状态下的性能试验。

10.3.4
验收试验 acceptancetest
验证产品是否符合标准规范中所规定各项技术指标的试验。

10.4 凝汽设备

10.4.1
凝汽器 condenser
使凝汽式汽轮机的排汽冷却为凝结水并形成真空的装置。

10.4.2
表面式凝汽器 surfacecondenser
汽轮机排汽不直接与水或空气等冷却介质接触的凝汽器。

10.4.3
空冷器 air-cooledcondenser
汽轮机的排气通过热交换器直接用空气冷却冷凝的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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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4
热井 hotwell
表面式凝汽器底部汇集凝结水的容器。

10.5 辅助设备

10.5.1
凝汽器清洗装置 condensercleaningequipment
清洗凝汽器冷却水管内壁的装置。

10.5.2
起动抽气器 startingejector
汽轮机起动时使用的抽气器。

10.5.3
抽气器汽耗量 airejectorsteamconsumption
在设计工况下,单位时间通过抽气器喷嘴的工作蒸汽质量,多级抽气器则指通过各级喷嘴的工作蒸

汽质量总和。

10.5.4
抽气器特性曲线 airejectorperformancecurve
抽气器在不同工作蒸汽压力下,其抽气量与吸入压力之间的关系曲线。

10.6 性能与试验

10.6.1
真空下降率 rateofvacuumdown
凝汽器真空降低的速率。

10.6.2
凝汽器过冷度 degreeofsupercooling
相应于凝汽器真空度的蒸汽饱和温度与热井中凝结水温度之差。

10.6.3
凝汽器性能试验 condenserperformancetest
凝汽器传热、除氧等性能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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