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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论文介绍了乙二醇装置在线色谱仪的应用与优化，从使用优化技术层面进行了分析阐述，

供相关从业者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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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EO plant online chromatograph application and optimization，it is 

analyzed and elaborated from the aspect of using optimization technology，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relevant 

practitio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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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气相色谱仪则是利用分离和检测技术，对多组分的混合物

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通常由气路系统、进样系统、分离系统、

温度控制系统、检测系统、记录系统组成。气相色谱仪是以气

体作为流动相（载气），当样品进入定量管后，被载气携带进

入填充柱或毛细管色谱柱。由于样品中各组分再色谱柱中的流

动相和固定相间分配或吸附系数的差异，在载气的冲洗下，各

组分在两相间反复多次分配使各组分在柱中得到分离，然后用

检测器根据组分的物理化学特性将各组分按顺序检测出来。检

测器对每个组分所给出的信号，在记录仪上表现为一个个的

峰，称为色谱峰。色谱峰上的极大值使定性分析的依据，而色

谱峰所包含的面积则取决于对应组分的含量。一个混合物样品

进入到色谱仪后，由记录仪得到的曲线称为色谱图。分析色谱

图就可以得到定性和定量的分析结果。 

每一台色谱仪在出厂时已经根据用户的需求做好定性和

定量的分析设定。当工艺条件改变时，对测量组分精度要求更

高，色谱仪的分析结果将会产生误差，影响测量的准确性。我

厂乙二醇装置现用的是西门子 MAXUMⅡ型色谱仪，乙二醇装置

2020 年进行产品升级改造后，相应的工艺气组分发生了大幅度

的变化，导致色谱仪测量时产生了误差、测量不准确，影响到

工艺的日常操作，工艺需要经常离线取样进行对比，已对装置

的平稳运行造成影响。 

2.技术方案 

乙二醇装置工艺气组分发生变化后，色谱仪测量的组分含

量有大幅度的变化，变化后测量不准确的组分主要为乙烯、乙

烷。乙烯由原来的 28%变为 38%，乙烷由原来的 2%变为 0.1%。

经过对色谱仪出厂数据报告的研究发现，乙烯、乙烷是经过

一组色谱柱 R2 分离后进入检测器测量的，且两种物质特性相

似，分离的时序相近。由于乙烯含量增加，分析仪记录的色

谱峰变大，乙烷含量减少，分析仪记录的色谱峰变小，而且

乙烯、乙烷两种色谱峰在谱图上距离相近。所以当组分含量

发生大幅度的变化后，乙烯峰将乙烷峰进行了部分覆盖，导

致分析结果出现误差。针对这种现象我们研究出两种可行性

的优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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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谱仪组分含量图 

 

色谱仪谱图 

3.方案分析 

3.1 第一种方案：改变载气的流速。组分是由载气 CAR R1 

H2-2-1 推动进入色谱仪分离测量的，如果我们将载气的流速降

低，色谱仪出峰时间会推迟，这样就能将乙烯、乙烷完全分离

分析。 

经过试验如果将载气压力从 110 PSI 降低到 97 PSI 后可

以将乙烯、乙烷完全分离，但是色谱分析周期将增加 2min。 

3.2 第二种方案：增加一组阀门 SR3，将组分切出另外进

行分析。为乙烯、乙烷单独设置一组阀进行分离，并且利用原

有检测器不用的通道 R3 进行测量，达到将乙烯、乙烷完全分

离分析的目的。 

这种方案需要更改气路，没有进行前期试验，在和西门子

色谱厂家技术交流后，得到了肯定的技术支持，而且这种方案

不会更改色谱分析周期。 

4.方案解决 

需要改造的色谱仪有三台（707-AT-7401、707-AT-7402、

707-AT-7403），当与装置沟通交流时，装置工艺不同意延长

分析周期方案，即第一种方案，延长后一个分析周期达到了

5min，周期过长不能及时反应工艺气的样品状态，对工艺参数

调整会造成延迟。经过沟通 后决定在非关键的一台色谱仪采

用第一种方案，另外较为关键的两台采用第二种方案。 

4.1 第一种方案。 

4.1.1 研究影响色谱仪分离原理 

当流动相中携带的混合物经过固定相时，混合物与固定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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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发生相互作用。由于混合物中各组分在性质和结构上的差

异，与固定相之间产生的作用力的大小、强度不同，随着流动

相的移动，混合物在两相之间经过反复多次的分配平衡，使得

各组分在固定相中停留的时间不同，从而按一定次序从固定相

中流出，实现混合物中各组分的分离与检测。 

载气的流速 U=L/T0，U 越小，组分在气相中停留的时间越

长。 

4.1.2 研究色谱仪随机资料确定需要更改的载气气路 CAR 

R1 H2-2-1，并确定更改载气压力是否会对阀门连接的其他气

路造成影响。 

 

4.1.3 更改色谱仪载气压力并用流量计对修改后的流量进

行确定，更改色谱仪分析周期时间、载气流量、色谱峰保留时

间等参数，经长时间使用数值稳定。 

 

4.2 第二种方案 

4.2.1 在右侧增加了一组阀门进行组分分离，选择 R3 将

SR3 与之相连接进行检测。 

 

4.2.2 硬件添加后还需要在软件中进行设置识别硬件的改

变在软件中添加阀门 SR3 并修改 SR1\2\3 的动作时间，运行测

试并对谱图中的色谱峰进行定性。 

 

4.2.3 测试结果正常，长时间运行平稳。 

 

5.结语 

通过对乙二醇工艺气两种色谱优化方案比较来看，第一种

方案成本较低，只需要对程序进行优化，但分析周期过长，不

能及时反应工艺的状态，适合非关键仪表。第二种方案成本高，

硬件、程序都需要升级优化，但是分析周期不变，满足现场工

况，不影响工艺调整，适合关键仪表使用。此次色谱仪的优化

查阅了西门子 Maxum II 中文手册和出厂数据报告等资料，加

深了对气相色谱的了解，解决了测量不准确的问题，同时提高

了仪表的可靠性，减少工艺离线分析次数，为工艺平稳生产提

供了有力的保证，同时为相关从业者提供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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