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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废气净化设备供货,橡胶工业VOCs整治技术的研发进度具体描述

做为可吸入颗粒物（PM2.5）和活性氧（O3）所形成的关键前体物，VOCs在一定条件下也对气候问题造
成影响。因而，近些年，国家对于VOCs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在出台一系列强有力相关法律法规后，京津
冀地区周边地区、长三角地区等PM2.5环境污染已经有改进显著，可是和以往对比，PM2.5浓度值仍高位
运行。此外，在京津冀地区等重点区域，VOCs依旧是现阶O3环境污染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2017年，
原国家环保部等相关部门共同出台了《关于印发〈“十三五”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的通知
》（环空气〔2017〕121号），有关要求，到2020年，执行重点区域、重点产业VOCs污染减排总产量降
低10%，特别是塑胶等VOCs排出重点产业，在有必要的时候，大家需要结合环境空气质量周期性转变特
点，研究部署领域生产制造管控对策。

1橡胶工业VOCs

塑胶普遍用于制作车胎、橡胶软管、胶布和电缆线等商品，是中国社会经济的重要前提产业之一。可是
，炼胶全过程中如纤维材料浸泡、烘干处理、压铸和硫化橡胶会产生VOCs，除此之外，在调料和储放时
，环氧树脂、有机溶剂及其它有机废气也会带来工业废气。橡胶工业所产生的废气排放量大，破坏成份
繁杂，硫化氢含量较高，恶臭味成份会让周围环境成重度污染。空气环境改善刻不容缓，总量减排刻不
容缓。

2橡胶工业VOCs整治技术性

橡胶工业造成有机废气的主要来源包含混炼、硫化橡胶及其压铸等环节，不一样加工工艺生产车间所产
生的有机废气成份及浓度值也存在一定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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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橡胶工业VOCs治理方式包含低温等离子体技术性、吸咐-回收技术、冷疑-玻璃除雾-
催化反应法、苛化技术性、沸石转轮吸附萃取-RTO协作技术和低温等离子-催化氧化协作系统等。

2.1低温等离子体技术性

低温等离子体技术性根据水解造成活性颗粒和有机废气里的污染物质造成功效，从而达到溶解污染物目
地。赵忠林等以二甲苯等象征性工业废气为研究主体，发现净化处理300min时，净化率都达到了90%。
吴萧等均根据介质阻挡放电低温等离子体技术解决VOCs，降解率可以达到99%，溶解实际效果还和电压
和气速相关，假如气速从300L/h下降至100L/h，则降解率从78%**到97%。

尽管低温等离子体技术拥有独特的特性，被称之为解决VOCs的有效手段，但其一般只是针对狂风量、较
低浓度的的有机废气治理，对高浓有机化学废气的处理实际效果并不是很好。

2.2吸咐回收利用法

吸咐回收利用法有运用活性炭过滤有机废气里的有机化合物，其工作原理要当工业废气的吸附容量做到
饱和状态，运用水蒸气开展吸附冷疑，从而达到回收利用一部分有机物目地。现阶段，依据内部构造，
常见的活性碳主要分颗粒炭和活性碳纤维，因为活性碳纤维具备很高的比表面和气孔率，因而活性碳纤
维吸咐实际效果远远高于颗粒炭。刘建香研究表明，球形活性炭上VOC分子结构气体饱和状态吸附量越
多，吸附质需要吸附时间越长，不一样VOC分子结构气体回收利用难度系数还和活性炭内部构造、VOC
分子结构自身物理性能和迁移性有关。除此之外，吸咐和回收利用后的环境温度、气体含量和空气体积
流率都是对的回收利用高效率有比较大影响，并且水蒸气法能比热容气体法吸附的效果明显。但是，橡
胶的VOCs中环己烷熔点比较低，单一的吸咐回收利用法没法回收利用环己烷，因而尚未发觉单一吸附法
在塑胶VOCs整治层面的案例。

2.3苛化法

依据燃烧温度和辅助介质不一样，苛化法主要分蓄热式燃烧法（RTO）和催化燃烧法（RCO），其核心
基本原理是由立即点燃或加入金属催化剂开展点燃，将工业废气氧化降解为CO2和H2O。

2.3.1蓄热式燃烧法。

蓄热式燃烧法（RTO）就是将工业废气加热至不少于760℃，使之氧化降解为二氧化碳和水，同时把的热
量存放于蓄热体，使蓄热体提温“储热”，但这些堆积热量适合于后面工业废气的加热，进而节约有机
废气提温流程的燃料消耗，期间应操纵有机废气中有机物爆炸极限在25%之内。RTO解决法基本上能把
硫化氢转化为CO2和H2O。可是，依据消防规范规定，这种方法所需要的安全间距比较大，在高温下中
，可能产生氮氧化合物等二次污染，必须严格把控反应机理。当处理废气浓度值比较低时，燃料消耗比
较大，造成运作成本较高。

2.3.2催化反应燃烧法。

催化反应燃烧法广泛应用于VOCs浓度值有机废气差异大且浓度高的工作状况，它主要利用金属催化剂（
环境温度维持在250～500℃）使VOCs里的硫化氢等有害物质发生氧化反应，形成水和二氧化碳等没害化
学物质，与此同时会产生大量的发热量。这种发热量可用于加热反应釜进口有机废气，以此来实现发热
量重复使用，节能降耗成本费。当有机废气带有能引起催化剂中毒的硫、卤素灯泡有机物时，不适合选
用催化燃烧法，因而是不是应用催化反应燃烧法，大家应该考虑有机废气主要成份。

2.4冷疑-玻璃除雾-催化反应法

橡胶工业所产生的VOCs具备消耗量大、污染浓度的特征，有机废气中一般含环己烷等工业废气，应用传
统式单一的吸咐回收利用法难以高效率整治环己烷。肖洋等选用冷疑-玻璃除雾-催化反应法整治橡胶生



产中产生的废气，冷疑技术性运用气态污染物有着不同的饱和蒸汽压，根据快速降温或增加负担，使VO
Cs冷疑从汽体中提取出来，再依靠不同类型的冷凝温度完成污染物逐渐分离出来。经过加工排出的有机
废气，其硫化氢浓度高也不过16.25mg/m3，乃至未验出，远远低于我国规定标准，总烃处理能力做到99.7
%。该项技术性已经成功在中石化燕山石化公司全面推广，工业废气浓度值要低于20m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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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方法可以实现有机溶液回收处理，同时还可以解决多种多样混和成分工业废气，适用高浓度有机废气
处理。熔点相对较低的化学物质不适感通过这种方式，当有机废气浓度值比较低时，解决效果不佳。

2.5沸石转轮吸附萃取-RTO协作技术性

橡胶工业VOCs有机废气成份繁杂，在具体工作状况运用中，只靠单一的整治技术性通常难以实现有机废
气处理的需求。现阶段，越来越多VOCs治理措施逐渐采用多技术性协同共治加工工艺，不但能够满足有
机废气处理排出规定，还能够减少废气净化设备的运行费用。

比如，当解决狂风量、较低浓度的、低湿度的工业废气时，同时点燃会耗费大量然料，将大幅上升机器
设备使用成本，这时候可采取沸石转轮吸附萃取 RTO协作技术性。塑胶工业废气先进行活性碳浓缩转轮
的吸附区被吸咐，转轴一小时不断以一定的转速比转动，同时把吸咐的VOCs传输至吸附区，吸附后沸石
转轮自动旋转至吸附区，不断吸咐VOCs，吸附后浓度较高的小排风量工业废气送往RTO垃圾焚烧炉中，
燃烧之后转换成二氧化碳及蒸汽排出至空气中。那样大大降低了后面焚烧处理气**RTO机器设备体积，
增强了单位时间VOCs自已的点燃发热量。与一样环境下所使用的单一蓄热式燃烧系统软件对比，沸石转
轮吸附萃取-
RTO协作技术性具备占地面积少、易上手、效率高等优点，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设备成本和运行费用。

李大梅等选用沸石转轮吸附萃取-RTO协作技术性解决家装行业VOCs，发觉清除高效率可以达到93%。
潘辰研究表明，在汽车制造业中，假如沸石转轮吸附萃取-
RTO协作技术性相互配合组装余热回收系统，该技术的发展成本费将会降低。

这个方法对VOCs的减少效果比较好，可是臭气处理效率低下，净化处理环节中能源消耗非常高，二氧化
碳排放比较大，很多企业体现很鸡肋。

2.6低温等离子-催化氧化协作技术性

低温等离子-催化氧化协作技术性运用充放电反映造成活性颗粒（如高能电子等）与目标分子产生一系列
的裂化、恶化，使有影响的VOCs在活性氧和氧等离子协作催化剂的催化反应下转换成CO2、H2O等没害
化学物质。姜楠等选用Ag/γ-Al2O3金属催化剂协作低温等离子体技术性催化反应溶解苯，在成为一定量
的Ag/γ-Al2O3金属催化剂后，苯的降解率由单一等离子体溶解后的65%**到95%，协作效果显著。田建
升等将纳米技术TiO2负荷于γ-Al2O3媒介，科学研究低温等离子体协作金属催化剂溶解二甲苯效率，发
觉负荷纳米二氧化钛能**二甲苯的降解率。

天津市某橡胶制品厂硫化车间废气治理工程选用“外置预备处理 低温等离子体 超微主板净化处理 氧化
反应”加工工艺。有机废气处理量是60000m3/h，进气口浓度值波动幅度为15～200mg/m3。经处理之后，
工业废气浓度值低于10mg/m3，充分满足《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12/524—2014）的
行业标准排出规定。

因为塑胶有机废气自身的特性，低温等离子体-催化氧化协作技术的应用解决塑胶有机废气层面具有极强
的综合性优点。可是，由于我国还没有颁布有关标准规范，公司在采用此加工工艺的时候需要结合自身
实际现况，按实际工作状况为载体制订适宜的治理措施。

3结果



伴随着新型材料、新技术、新技术的应用逐渐运用，新式VOCs整治技术将更成熟。但是，我国VOCs整
治起步晚，中国还没有形成完善、统一的有关标准规范，各企业治理机器设备存有不合理、不合理的难
题，即便选了高效率的整治技术性，也尚未取得预想的整治实际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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