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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油烟处理系统结构设计

宋金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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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提高餐饮行业烟气处理效果和油脂回收利用，实现净化空气，循环利用、变废为宝，研究设计了一

款餐饮行业油烟处理回收系统，包括餐饮油烟收集、油烟处理、油脂提取回收等三大系统，所述系统均放置于机架上。

餐饮油烟经离心风机负压作用进入油烟收集系统，再次经离心风机正压作用送入油烟处理系统进行分离过滤处理后

排入大气；系统收集到的油烟废气、杂质油污等油水混合体进入油脂回收系统，进行油水分离，分离后回收油经油

气输出装置实现回收再利用，水雾则经高压水泵收集输送到油烟处理系统进行循环利用，该系统经试验测试可以有

效处理餐饮烟气并回收油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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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餐饮油烟排放以分散、多点、难以系统收集净化等

特点一直以来都是困扰社会的一大难题，随着酒店餐饮

企业的不断发展，餐饮油烟污染正逐步成为城市环境污

染的巨大源头，特别是国内餐饮多以煎炒烹炸为主，油

烟排放指标远高于国外同水平餐饮企业。根据中国餐饮

大数据研究中心 2019 年发布的《中国餐饮大数据年度

白皮书》显示，截止 2017 年底，我国境内餐饮企业门

店总数达到 566.6 万家，且其中中式快餐及中式正餐门

店占比达到 78%。随着环保治理力度的不断加大，如此

大规模的餐饮油烟排放必将对城市环境带来巨大污染。

本文所述餐饮油烟处理系统，通过详细分析油烟排

放企业场所特点，采用原地安装、集中收集、现场净化

方式，对餐饮油烟排放进行过滤、收集，较好的解决了

原来困扰已久的餐饮油烟分散、多点排放、无法回收难

题。

1 油烟处理系统
油烟处理部分是该系统的核心部件，由此部分来完

成油烟收集、烟气分离、净化、除湿、再排放等一系列

处理过程。油烟处理部分的工作原理是基于雾化喷淋方

式实现。为便于放置和易于实现立体喷淋，将系统设计

成塔式结构，从塔顶自上而下依次布局设计为高分子（除

水）物料、双层纳米除油材料、分隔网板、多层雾化喷

淋头、油烟入口，最下方是油水排出开关，如图 1 所示。

该系统设计的优点是三层喷淋多次过滤，即实现了有效

分离又达到了充分过滤的效果。

图 1 油烟处理塔剖面图

1.1 纳米除油材料

本系统设计，改用纳米除油材料取代了传统塔式填

充料史上的拉西环填充材料。拉西环填充料虽然具有结

构简单、价格低廉等优点，但是使用中存在液体流动不

均匀，以及容易出现严重的壁流、沟流、聚流等现象，

而现代纳米除油材料不仅克服了上述缺点，还具有阻力

小、流量大、分离速度快、过滤效率高等优点，加上塔

式结构自身的优势，使得工作过程中油烟处理效率比传

统拉西环结构提高 45% 以上，为实现现场油烟及时过

滤创造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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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高分子除水材料

高分子除水设备通常又被称为捕雾器，该装置可以

有效分离直径大于 3μm 的液态水雾。工作时，液态水

雾通过塔体内部上升，当水雾通过安装在网板上方的高

分子材料时，由于惯性原因，水雾会撞击高分子材料表

面上的纤维细丝，随着水雾分子聚集，在材料表面就会

凝结成细小的水滴，水滴越来越大、越聚越多，直到小

水滴自身重力超过塔内气体上升的浮力时，水滴就会滴

落。实验证明，在塔内气流一定的条件下，上述装置除

雾分离效果可以达到 95% 以上。

   

图 2 高分子除水材料    

图 3 纳米除油材料

2 油脂回收系统
油脂回收系统设计成箱体结构，主要由进水室、油

水分离室、过滤室、出水室、水泵等部分组成，该部分

是餐饮油烟处理系统的核心，也是与区别于其他酒店油

烟处理装置的核心环节，通过该部分结构进行水循环再

利用和油脂回收，实现餐饮油烟处理系统达到节能环保

标准。

图 4 油脂回收系统结构图

2.1 进水室

进水室连接油烟处理系统油水出水口，设计成方形

腔室，使用奥氏体不锈钢（0Cr19Ni9）材料焊接成型，

该型号的不锈钢材料中 Ni 和 Cr 的含量比较高，属于耐

酸型不锈钢，能够在油、酸、高温等环境下工作并不被

腐蚀，性能稳定，具有良好的焊接性能，选用次类材料

能够提高油脂回收系统使用寿命，另在箱体内设稳流装

置以增加油水混合物过滤稳定性。

2.2 油水分离室与过滤室

油水分离室与进水室联通，设计成方形腔室，使用

奥氏体不锈钢材质型材焊接成型。腔室内设置有溢流装

置、排水换水装置、放油装置等；紧挨油水分离室的是

过滤室，过滤室内腔设计有高分子过滤筛（图 5）、分

流过滤器等装置。高分子过滤筛由高分子虑筛、边框支

架、排污装置组成，油水流经该过滤筛后，杂质可以被

充分过滤，需要清洗时，拆卸出虑筛清洗完毕装回即可

循环使用。

图 5 高分子过滤筛            



 2020 年 2 卷 11 期  ISSN: 2661-3751(Print);  2661-376X(Online)

·16 ·        科研管理

图 6 分流过滤器

2.3 出水室

油水经过滤室，再进入分流过滤器后溢流进入出水

室，出水室链接水泵，内部含液位感应装置与补水装置。

液位感应装置可以将感应检测到的水位信号传送至控制

器，控制器内的微型计算机将实测的水位信号与设定信

号进行比较，得出差值，再根据差值正负分别给出信号，

向给水电动阀发出“开”“关”的指令，保证容器内水

位达到设定水位。

2.4 工作原理

该系统的工作原理及过程如下：首先油水混合物

进入进水室，通过其中的稳流装置降低流速后，进入油

水分离室，因为水的密度大于油的密度，此时油浮于在

水面实现分离，经过分离出来的油，进入出油装置实现

回收，而分离出来的水则经过过滤室中的过滤器再次过

滤，过滤后的水又进入出水室，由出水室经高压水泵输

入油烟处理系统实现循环利用，出水室的液位控制装置

在液位过低时补入外来水用于补充装置工作过程中消耗

的水。

图 7 油气处理工作流程图

3 小结
上述餐饮油烟处理装置设计因占地面积小、简单实

用、易于安装，油烟收集、油脂过滤效果好，经试装试

用后，烟气排放、油脂过滤检测指标显著，油水分离回

收效果达标。但是，餐饮油烟是大气污染和室内环境污

染的主要来源之其成分复杂 , 多含有潜在的危害性。因

而针对上述污染设计的油烟净化设备 , 其净化效果 , 能

源消耗都需进一步优化。同时绝大多数油烟净化设备均

未设计针对气态化学污染物进行净化 , 单单从提高油滴

和颗粒物气溶胶的净化效果出发 , 并未真正全面地消除

烹饪油烟对环境和人体的危害。现有油烟净化方法均未

达到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 研发可以真正将各种污染物无

害化的新净化方法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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