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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化工大气污染处理技术进展及发展

王益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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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煤炭资源逐渐成为了我国生产能源的重要供给形式，基于此，煤化工行业得到了

蓬勃的发展。然而，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研究人员指出，煤化工行业的生产的同时往往会产生大量

的有毒有害气体，从而对大气造成了严重的污染。研究人员指出，为了进一步实现对于煤化工大气污染的合理管控，相关

煤化工企业应积极做好对于大气污染处理技术的充分探索，从而有效结合相关技术实现对于大气污染问题的合理管控，以

便为我国大气环境水平的充分保障奠定坚实的基础。本文针对当前煤化工大气污染处理技术的发展情况进行了总结，同时

针对相关技术的发展方向进行了分析与前瞻，旨在有效实现煤化工企业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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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调查显示，随着煤化工行业的不断发展，大量煤

化工项目的规模得到了扩大。总的来看，在此过程中，我国

能源供应需求得到了合理的满足。然而，与此同时，相关项

目在生产的过程中也排出了大量的有毒有害气体，从而极大

地威胁到了我国大气安全。基于此，大批研究针对表示，为

了进一步推动煤化工大气污染处理工作水平的提升与优化，

相关企业应积极做好对于大气污染处理技术的充分探索，从

而有效结合污染物特征制定相应的优化建议，从而为相关技

术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与保障。

一、煤化工行业涉及的主要大气污染物类型及来源

（一）氨气

相关调查显示，在煤气净化单元工作中，氨法脱硫溶

液槽、焦油槽、氨水槽以及煤气冷凝液槽等均可导致氨物料

的挥发。与此同时，在生产过程中，在对氨物质进行回收的

过程中，往往可导致氨气的出现。其中，以无水氨生产过程

与蒸氨塔蒸氨过程中产生的氨气最为常见。与此同时，在对

氨进行合成时所形成的弛放气也可导致氨污染问题的出现。

在这一问题上，相关调查数据显示，1t 液态氨酸释放的弛放

气中约含有 19kg 氨。

（二）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研究人员表示，挥发性有机化合物主要存在于甲醇合

成塔，焦油槽，甲醇储槽以及焦炉等机构中。相关数据表明，

焦油槽中排放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主要包括非甲烷总烃、酚

类、氰化氢类、硫化氢类以及氨。相比之下，甲醇储槽中所

排放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主要是甲醇的挥发气体。总的来

看，此类气体可对大气造成严重污染，从而不利于我国大气

安全的充分保障。在排放问题上，此类物质多为无组织排放。

（三）硫化氢

硫化氢主要存在于煤化工行业的焦炉煤气中。相关数

据显示，在焦炉煤气中，此类物质的浓度约在 7g/m3 左右。

从来源的角度来看，此类物质主要来源于液化气、干气以及

压气的泄漏。相关研究数据表明，在煤制天然气低温甲醇清

洗过程中，在工艺波动的影响下，二氧化碳尾气中所含有的

硫化氢物质往往会出现超标排放的问题，从而对我国大气造

成了严重的污染。

（四）氮氧化物

相关数据表明，在煤化工行业生产的过程中，涉及到

的氮氧化物主要包括二氧化氮和一氧化氮两种。研究人员表

示，此类物质主要由于煤炭资源的燃烧而产生。与此同时有

研究表明，在将原料煤作为材料进行使用的过程中，氮氧化

物的排放系数可出现显著降低，由此可以得出，当将煤作为

原料时，大气污染物的排放量可以明显缩减。从来源的角度

看，在煤化工生产过程中，燃煤锅炉、气化炉以及焦炉加热

等过程均可导致氮氧化物的出现。

（五）固体颗粒物

在煤化工行业生产过程中，作为重要的是污染物之一，

固体颗粒物可对大气造成严重影响，总的来看，固体颗粒物

的出现主要与煤气净化燃烧以及煤料制备等过程有关。相关

数据显示，在原煤生产过程中，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其可出现破碎问题并产生大量粉尘。与此同时，在对煤料进

行燃烧时，其污染物可形成细小的灰粒，从而导致固体颗粒

物的出现。此外，在对硫酸铵进行制备的过程中，由于受到

热风加热干燥的影响，部分颗粒会借助风势而排出，从而形

成固体颗粒污染物。

（六）二氧化硫

总的来看，在对原煤及煤气进行燃烧的过程中均会出

现二氧化硫的大量排放，此类排放量约占二氧化硫在煤化工

行业中排放总量的 90% 以上。与此同时，在生产过程中，

各类车辆的运行与物品的生产也可导致二氧化硫污染问题

的出现，从而对我国大气造成不良影响。其中，在煤制油工

艺中，硫磺回收装置在运作过程中也可导致二氧化硫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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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进而不利于我国大气安全问题的充分保障。

二、不同大气污染物的处理技术

（一）氨气处理技术

在对氨气污染进行处理的过程中，研究人员表示，由

于氨气具有易溶于水的性质，因此，对于含氨浓度较低的废

气，可以采用吸收法进行相应处理。在此过程中，通过将氨

气引入吸收塔中进行水洗干预，可以有效实现对于氨气的合

理处理，进而确保相关废气达到排放的环保标准。与此同时，

通过对氨气溶解放热性质进行分析，相关研究人员对氨气吸

收装置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从而实现了换热器的增加，以便

有效实现对于氨气吸收能力的进一步强化。

（二）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处理技术

在对挥发性有机化合物进行处理的过程中，常用的处

理技术主要包括催化燃烧法与吸附回收法。其中，催化燃烧

法主要通过催化剂来对具有挥发性的化合物进行合理分解，

以便实现对于空气污染问题的合理应对。相比之下，吸附回

收法主要通过吸附剂对有机物进行合理吸附，从而实现对于

相关污染物质的有效控制。

（三）硫化氢处理技术

在硫化氢处理技术方面，现阶段我国常用的处理技术

包括催化燃烧、吸附以及吸收。其中，催化燃烧，主要采用

催化剂对硫化氢进行焚烧，从而有效实现对于尾气的相应处

理。吸附法主要借助多孔物质的吸附性能来对相关气体进行

净化。吸收法主要采用氢氧化钠与碳酸钠等溶液对硫化氢气

体进行洗涤与吸收。

（四）氮氧化物处理技术

就目前而言，针对煤化工行业中所产生的氮氧化物相关

企业，主要采用尾气脱销与过程控制等方式进行处理。在此

过程中，通过对废弃物进行二次循环与控制燃烧室温度等方

式的应用，可以有效实现对于氮氧化物排放量的充分控制。

（五）固体颗粒物处理技术

就目前而言，我国对于煤化工生产过程中涉及的固体

颗粒污染物具有较为多样化的处理途径。其中，过滤法、湿

法以及沉降法均可有效实现对于相关物质的处理。过滤法主

要通过滤料对含有固体颗粒污染物的气体进行过滤，从而有

效实现对于相关物质的析出。湿法主要应用水对固体污染物

进行调和，以便有效实现对于相关物质的合理收集。相比之

下，沉降法主要依靠固体颗粒的离心力与自重实现对于相关

颗粒物的收集。

（六）二氧化硫处理技术

在对二氧化硫进行处理的过程中，涉及的主要方法包

括生物法、化学法以及物理法。其中，生物处理主要通过微

生物对无机硫化物进行还原，从而有效实现对于二氧化硫的

合理去除。总的来看，这一方法的操作相对较为便捷。化学

处理主要通过氨水对相关物质进行处理，实践表明，通过氨

水溶液的应用，可以有效实现硫酸铵溶液的形成，从而合理

满足二氧化硫的处理需求。物理处理主要包括膜分离法和干

式吸附法两种，其中，膜分离法主要借助微孔膜。对二氧化

硫气体进行处理，从而确保二氧化硫气体的有效分离。干式

吸附法主要通过吸附剂对二氧化硫中涉及的硫元素进行脱除。

三、煤化工大气污染物处理技术的发展趋势

（一）合理做好技术设备的研发工作

为了进一步实现对于大气污染物处理水平的提升与优

化，相关企业应在日常生产过程中合理做好对于先进技术与

设备的大力研发，从而有效推动催化剂与设备的使用寿命，

为大气污染问题的合理治理奠定坚实的基础与保障。

（二）有效推动联合治理工艺的推广

研究人员指出，对于煤化工企业而言，为了进一步实

现对于大气污染物处理技术综合水平的全面提升与优化，其

在对相关处理技术进行研发的过程中应积极做好对于不同

技术与生产工艺的充分融合，从而有效推动生产效率的提升

并实现对于相关废气的二次开发应用。例如，在对氨气污染

进行治理的过程中，企业应积极做好对于硫酸胺生产工艺的

充分探索，从而有效实现对于此类物质生产价值的充分发

挥，以便实现回收副产品的生产，继而为企业经济效益的合

理提升奠定基础。

（三）强化废气一体化治理技术探索

从发展的角度来看，为了合理实现大气污染物治理水

平的提升，企业应做好废弃一体化治理技术的充分探索，从

而有效实现对于废气治理工艺综合水平的提升，开发具有占

地面积小、能耗低以及集成度高等特征的生产工艺，以便有

效降低工作人员工作强度，为我国大气污染问题的有效解决

提供保障。

结语：

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在煤化工行业发展的过程中，为

了合理确保相关企业的良性循环，有关部门应积极做好企业

的引导工作，帮助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积极推动对于大气污染

处理技术的探索，以便合理实现环保理念在煤化工行业中的

渗透与落实，确保我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发展，以便为我国

综合国力的全面提升奠定坚实的基础与保障。就目前而言，

煤化工企业应积极做好对于相关污染处理技术的合理分析，

以便结合煤化工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污染物类型对处理技

术进行针对性强化，从而为我国企业的健康发展提供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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