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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一、循环型蒸发器 1.中央循环管式蒸发器 中央循环管式蒸发器为最常见的蒸发器，
其结构如图6—7所示，它主要由加热室、蒸发室、中央循环管和除沫器组成。蒸发器的加热器由垂直
管束构成，管束中央有一根直径较大的管子，称为中央循环管，其截面积一般为管束总截面积的40％
～100％。当加热蒸气（介质）在管间冷凝放热时，由于加热管束内单位体积溶液的受热面积远大于中
央循环管内溶液的受热面积，因此，管束中溶液的相对汽化率就大于中央循环管的汽化率，所以管束
中的气液混合物的密度远小于中央循环管内气液混合物的密度。这样造成了混合液在管束中向上，在
中央循环管向下的自然循环流动。混合液的循环速度与密度差和管长有关。密度差越大，加热管越长
，循环速度越大。但这类蒸发器受总高限制，通常加热管为1～2m，直径为25～75mm，长径比为20
～40。 中央循环管蒸发器的优点是：结构简单、紧凑，制造力便，操作可靠，投资费用少。缺点是：
清理和检修麻烦，溶液循环速度较低，一般仅在0.5 m／s以下，传热系数小。它适用于黏度适中，结
垢不严重，有少量的结晶析出及腐蚀性不大的场合。中央循环管式蒸发器在工业上的应用较为广泛。
2.外加热式蒸发器 外加热式蒸发器如图6—8所示，其主要特点是把加热器与分离室分开安装，这样不
仅易于清洗、更换，同时还有利于降低蒸发器的总高度。这种蒸发器的加热管较长（管长与管径之比
为50～100），且循环管又不被加热，故溶液的循环速度可达1.5 m／s，它既利于提高传热系数，也利
于减轻结垢。 3.强制循环发生器 上述几种蒸发器均为自然循环型蒸发器，即靠加热管与循环管内溶液
的密度差作为推动力，导致溶液的循环流动，因此循环速度一般较低，尤其在蒸发黏稠溶液（易结垢
及有大量结晶析出）时就更低。为提高循环速度，可用循环泵进行强制循环。这种蒸发器的循环速度
可达1.5～5 m／s，其优点是，传热系数大，利于处理黏度较大、易结垢、易结晶的物料。但该蒸发器
的动力消耗较大，每平方米传热面积消耗的功率约为0.4～0.8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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