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间歇精馏

料液一次性全加入蒸馏釜中。加热产生的蒸汽经塔顶换热
器冷凝后，部分作为回流，部分作为塔顶产品。

间歇精馏过程的特点：

非定态过程：W 和 x，T。若保持 R 不变，xD将随 xW

的下降而下降；若要维持 xD不变，则需不断加大 R。
只有精馏段：为了获得同样的xD、xW产品，能耗比连续精

馏更大。因 xW，为维持xD不变，需更大的回流比。

原料液是分批生产得到时，分离过程也要分批进行；
处理量较少，原料的品种、组成及分离程度经常变化，
间歇精馏更为灵活方便，实验室或科研工作经常采用；
多组分混合物的初步分离，通常要求获得不同馏分的产品。

间歇精馏的应用

GLL



间歇精馏过程的操作方式：
主要有两种：
 馏出液组成恒定，回流比不断增大；
 回流比恒定，馏出液组成逐渐减小。

实际中，往往采用联合操作方式：操作初期采用恒馏出液
组成的操作，操作后期则采用恒回流比的操作。

塔内持液量对产品的产量和质量均有影响

例如精馏结束时，塔釜残液中轻组分组成 xW 已降到很低
的程度，但整个塔中存留的液体流入釜中后不仅残液量将
增加，xW也将上升，从而降低了分离效果。
所以，为了减少塔中的存液量，间歇精馏往往采用填料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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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沸精馏与萃取精馏

具有恒沸点或  接近1的物系（如丁烯-(2)与正丁烷的相对
挥发度为1.012，若xF=0.5，使xD=0.95，则Nmin=300），受

相平衡的限制或经济合理性的制约，不能或不宜采用普通精
馏方法进行分离。

解决方法一：采用萃取、吸附以及膜分离等其它分离方法。

解决方法二：采用特殊精馏。向精馏系统添加第三组分，通

过它对原溶液中各组分间的不同作用，提高原溶液各组分间
的，使原来难以用精馏分离的物系变得易于分离。

C：第三组份（分离剂、挟带剂、萃取剂）

A, B

C AC   BC

AC      B

A     BC

第三组分使物系组分数增加，
操作流程更复杂，一般不再是
单塔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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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沸精馏

第三组分(恒沸剂或挟带剂)与原溶液中一或两个组分形成恒
沸物，使原有组分间的  增大，再用一般精馏方法分离。

最低恒沸物的体系：恒沸物为塔顶产品，塔底得纯组分；

最高恒沸物的体系：恒沸物为塔底产品，塔顶得纯组分。

恒沸精馏流程取决于挟带剂与原组分形成的恒沸液的性质。

恒沸剂的选用

(1) 与原溶液的组分形成恒沸物的恒沸点要与该溶液中纯组
分的沸点有相当的差值，一般不小于5~10℃；

(2) 形成的恒沸物易于分离，以便回收恒沸剂;

(3) 恒沸剂的含量越少越好，这样可节省操作费用；

(4) 考虑热稳定性、腐蚀性、毒性、价格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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萃取精馏流程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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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组分萃取剂(溶剂)

一般沸点较高、不与原溶液
中任一组分形成恒沸物，仅
改变原组分的 ,从而实现
精馏分离。

塔顶可得一个纯组分，萃取
剂与另一组分从塔底排出。

不要求添加的溶剂与原溶液
中的组分形成恒沸物，所以
萃取剂的选择范围较宽，萃
取精馏应用也更广。

萃取精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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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择性高：加入少量萃取剂后能使溶液的相对挥发度发
生显著提高；

(2) 萃取剂的沸点应高于原溶液各组分的沸点且不与原组分
生成共沸物；

(3) 萃取剂与原溶液有足够的互溶度，不产生分层现象；

(4) 安全，无毒，无腐蚀性，热稳定性好以及价格便宜等。

萃取剂的选择

萃取剂沸点高（挥发度小），并且不与组分形成共沸物，
因而萃取精馏主要用于分离挥发度相近的物系。

GLL



萃取精馏与恒沸精馏的比较

共同点：加入助剂，提高被分离组分的相对挥发度

不同点：

C组分的选择范围：萃取剂的沸点必须比被分离组分的沸

点高得多，且要求不与任一组分形成恒沸物或起化学反应，
故选用范围较广。而恒沸剂的沸点则要求小于被分离组分的
沸点10~40℃以内，且要形成恒沸物，故选择范围较窄。

能耗：萃取剂由塔釜排出，而恒沸剂则与一种或一种以上
的被分离组分形成恒沸物而从塔顶排出。故萃取精馏消耗的
能量通常比恒沸精馏小。

C组分的用量：萃取剂的加入量可变化范围较大，而恒沸
剂的适宜量多为一定，故萃取精馏操作较灵活，易控制。

操作方式：萃取精馏不宜采用间歇操作，而恒沸精馏既可
用连续操作也可用间歇操作。

恒沸精馏操作温度较萃取精馏低，更适合分离热敏性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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