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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化生产过程的检测与控制》

前言

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是于2002年经辽宁省政府审批，辽宁省教育厅与中国石油锦州石化公司联合创
办的与石化产业紧密对接的独立高职院校，2010年被确定为首批“国家骨干高职立项建设学校”。多
年来，学院深入探索教育教学改革，不断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2007年，以于雷教授《高等职业教育工
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理论与实践》报告为引领，学院正式启动工学结合教学改革，评选出10名工学结
合教学改革能手，奠定了项目化教材建设的人才基础。 2008年，制定7个专业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方案
，确立21门工学结合改革课程，建设13门特色校本教材，完成了项目化教材建设的初步探索。 2009年
，伴随辽宁省示范校建设，依托校企合作体制机制优势，多元化投资建成特色产学研实训基地，提供
了项目化教材内容实施的环境保障。 2010年，以戴士弘教授《高职课程的能力本位项目化改造》报告
为切入点，广大教师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全面进行项目化课程改造，确立了项目化教材建设
的指导理念。 2011年，围绕国家骨干校建设，学院聘请李学锋教授对教师系统培训“基于工作过程系
统化的高职课程开发理论”，校企专家共同构建工学结合课程体系，骨干校各重点建设专业分别形成
了符合各自实际、突出各自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并全面开展专业核心课程和带动课程的项目导向教
材建设工作。 学院整体规划建设的“项目导向系列教材”包括骨干校5个重点建设专业（石油化工生
产技术、炼油技术、化工设备维修技术、生产过程自动化技术、工业分析与检验）的专业标准与课程
标准，以及52门课程的项目导向教材。该系列教材体现了当前高等职业教育先进的教育理念，具体体
现在以下几点： 在整体设计上，摒弃了学科本位的学术理论中心设计，采用了社会本位的岗位工作任
务流程中心设计，保证了教材的职业性； 在内容编排上，以对行业、企业、岗位的调研为基础，以对
职业岗位群的责任、任务、工作流程分析为依据，以实际操作的工作任务为载体组织内容，增加了社
会需要的新工艺、新技术、新规范、新理念，保证了教材的实用性； 在教学实施上，以学生的能力发
展为本位，以实训条件和网络课程资源为手段，融教、学、做为一体，实现了基础理论、职业素质、
操作能力同步，保证了教材的有效性； 在课堂评价上，着重过程性评价，弱化终结性评价，把评价作
为提升再学习效能的反馈工具，保证了教材的科学性。 目前，该系列校本教材经过校内应用已收到了
满意的教学效果，并已应用到企业员工培训工作中，受到了企业工程技术人员的高度评价，希望能够
正式出版。根据他们的建议及实际使用效果，学院组织任课教师、企业专家和出版社编辑，对教材内
容和形式再次进行了论证、修改和完善，予以整体立项出版，既是对我院几年来教育教学改革成果的
一次总结，也希望能够对兄弟院校的教学改革和行业企业的员工培训有所助益。 感谢长期以来关心和
支持我院教育教学改革的各位专家与同仁，感谢全体教职员工的辛勤工作，感谢化学工业出版社的大
力支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教学改革和本次出版的系列教材提出宝贵意见，以便持续改进。 辽宁石化
职业技术学院院长 2012年春于锦州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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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化生产过程的检测与控制》

内容概要

《炼化生产过程的检测与控制》的编写围绕两条主线，一条是理论；一条是实际。理论从知识链接和
任务实施中体现，实际从训练项目和任务实施中体现，充分体现了当代高职高专教学的需要。在编写
的过程中力求简明扼要、深入浅出。《炼化生产过程的检测与控制》共分七个学习情境，包括检测仪
表的认知、压力的检测、流量的检测、物位的检测、温度的检测、自动控制系统与控制阀的构成
、DCS的构成、操作与组态。 
《炼化生产过程的检测与控制》可以作为高职高专炼油技术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教材，也可作为相关
企业技术人员的参考书和职工培训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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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化生产过程的检测与控制》

书籍目录

学习情境一 常减压装置检测仪表的认识
学习情境二 压力的检测
子情境一 弹簧管压力检测仪表的认识
子情境二 EJA智能差压变送器的构成
学习情境三 减压炉进料流量的检测
学习情境四 物位的检测
学习情境五 温度的检测
子情境一 加热炉炉膛温度的检测
子情境二 加热炉出口温度的检测
学习情境六 自动控制系统与控制阀门的构成
子情境一 初馏塔回流罐的液位控制
子情境二 加热炉出口温度的自动控制
学习情境七 DCS的构成、操作与组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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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化生产过程的检测与控制》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在系统的结构上，串级控制系统有两个闭合回路。主、副控制器串联，主控制器的
输出作为副控制器的给定值，系统通过副控制器的输出操纵控制阀动作，实现对主变量的定值控制。
所以在串级控制系统中，主回路是个定值控制系统，而副回路是个随动系统。 一般来说，在串级控制
系统中，主变量是反映产品质量或生产过程运行情况的主要工艺参数。控制系统设置的目的主要就在
于稳定这一变量，使它等于工艺规定值。所以，主变量的选择原则与简单控制系统中介绍的被控变量
选择原则是一样的。 在串级控制系统中，副变量的引入往往是为了提高主变量的控制质量，它是基于
主、副变量之间具有一定的内在关系而工作的。因此，在主变量选定后，选择的副变量应与主变量有
一定的关系。 选择串级控制系统的副变量一般有两类情况，一类情况是选择与主变量有一定关系的某
一中间变量作为副变量，例如前面所讲的管式加热炉的温度串级控制系统中，选择的副变量是燃料量
至炉出口温度通道中间的一个变量，即炉膛温度，由于它的滞后小，反应快，可以提前预报主变量的
变化；另一类选择的副变量就是操纵变量本身，这样能及时克服它的波动，减小对主变量的影响。 2.
系统的特性 在系统特性上，串级控制系统由于副回路的存在，改善了对象特性，使调节过程加快，具
有超前控制的作用，从而有效地克服滞后，提高控制质量。因此，当对象的调节通道很长，容量滞后
大或时间常数大，采用简单控制系统不能满足控制质量的要求时，可以考虑采用串级控制系统。 3.自
适应能力 由于增加了副回路，使串级控制系统具有一定的自适应能力，可用于负荷和操作条件有较大
变化的场合。 前面已经讲过，对于一个控制系统来说，控制器参数是在一定的负荷，一定的操作条件
下，按一定的质量指标整定得到的。因此，一定的控制器参数只能适应一定的负荷和操作条件。如果
对象具有非线性，那么，随着负荷与操作条件的改变，对象特性就会发生变化，这样，原先的控制器
参数就不再适应了，需要重新整定。如果仍用原先的参数，控制质量就会下降。这一问题，在单回路
控制系统中是难于解决的。在串级控制系统中，主回路是一个定值系统，副回路却是一个随动系统，
当负荷和操作条件发生变化时，主控制器能够适应这一变化及时地改变副控制器的给定值，使系统运
行在新的工作点上，从而保证在新的负荷和操作条件下，控制系统仍然具有较好的控制质量。 三、主
、副控制器控制规律的选择 串级控制系统一般用来高精度地控制主变量，因而主变量在控制过程结束
时不应有余差。副回路主要用来克服进入副回路的干扰，而主回路能够克服所有影响主变量变化的干
扰。因而，主控制器采用比例积分控制规律就可实现主变量的无差控制。对于副变量来说，一般要求
它服从主变量恒定的需要，其值应随主控制器的输出在一定范围内变化，因而应采用比例控制规律，
如引入积分作用，不仅难于保持副变量为无差控制，而且还会影响副回路的快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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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化生产过程的检测与控制》

编辑推荐

《高职高专项目导向系列教材:炼化生产过程的检测与控制》可以作为高职高专炼油技术类专业的专业
基础课教材，也可作为相关企业技术人员的参考书和职工培训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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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收到货后觉得书的质量看上去还是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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