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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叶式旋风管排气管内流动减阻的试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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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导叶式旋风管内流动参数的测量分析，发现排气管内气流旋转强度高，并存在“滞流”、“倒流”及逆压梯

度等无益于颗粒分离的流动状态，造成排气管内压力损失约占旋风管总压降的22％。在排气管内安装框形结构后，

可有般削弱和抑制上述耗能流动，在保证分离艘率基本不变的前提下．使旋风管减阻幅度达刊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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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叶式旋风管是催化裂化能量回收系统中第三

级旋风分离器(简称“三旋”)的关键部件。为了保

证烟气轮机的长周期安全运行，对旋风管的分离效

率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从目前工业应用情况来看，

随着新型旋风管的开发研究，三旋的分离效率不断

得到提高，但同时其压降与能耗也呈不断上升趋势。

三旋的高能耗一方面严重影响能量回收系统的经济

效益，另一方面已经成为影响整个装置平稳运行的

不利因素。因此，如何在保证高效的前提下，降低旋

风管及三旋的压降是目前亟待解决的一个技术难

题。关于旋风分离器节能降耗及流动减阻方面的研

究一直受到各国学者的普遍关注，并且已有相关文

献报道了在传统型旋风分离器的排气管内安装减阻

结构，如导流叶片、芯管减阻器、中心体等，均取得了

不同程度的减阻效果”“。导叶式旋风管是一种轴

流式的旋风分离器，其内部的气固两相流动规律具

有自身的特点”’。目前．有关导叶式旋风管排气管

内流动减阻的研究还少见报道。笔者通过详细的流

场参数、压力分布测量及分析，有针对性地开发出一

种框形减阻结构。安装在排气管内，在不影响主要分

离空间流动分布的前提下，通过调整和改善排气管

内的流动状态，实现旋风管的减阻节能。

1试验装置及方法

试验装置流程如图1(a)所示。导叶式旋风管

用有机玻璃制成，结构尺寸与工业应用的shell型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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