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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岔管路内的油水相分布特性研究

张军
,

吴应湘
,

王立洋
,

史仕荧
,

唐驰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

北京
,

摘要 分岔管路作为一种新型管式分离部件已经在油田上得到了初步应用
,

与沉降罐和卧式

分离器等传统分离设备相比具有分离效率高
、

体积紧凑
、

压降损失小等优点
。

不同入 口条件

和运行工况下
,

多相介质在分岔管路内的相分布特性对其分离性能和流动特性有显著的影

响
,

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需深入和完善 本研究通过室内实验观察了分岔接头和分支管路内

的相分布情况
,

采用 模型中的 方法对分岔管路内的油水相界面进行了数值重构
,

计算中考虑了混合流速
、

相含率和流量配比等参数的影响
,

模拟结果与室内实验符合较好

计算发现
,

油相在分岔接头和分支管路内发生了明显的拉伸
、

破碎和变形等现象
,

在较低的

混合流速和相含率情况下油水两相可以得到更为有效的分离
,

流量配比是影响相分布的最重

要的运行参数
,

这些结论对于指导分岔管路这种新型管式油水分离设备的现场试验具有重要

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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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 性旨
人 「习

管路运输是石油
、

化工行业最主要的介质输送手段
,

陆上油田和海上油田一般都是通过

复杂的管网系统对油气资源进行输送的
。

在这些管网中
,

存在着大量如图 所示的分岔管路
,

以及由它构成的结构更为复杂的复合型分岔管路
。

当管路内为多相介质如原油和水
、

天然气

和凝析液
、

或者油气水三相共存时
,

在分岔接头处流量
、

相含率和相分布等会发生明显的变

化
,

宏观上表现为多相流型和压降损失的差异
,

从而对管网系统的流动控制
、

动力匹配以及

配套的处理设施等造成显著的影响
。

同时
,

分岔管路内的流量和相分配不均现象也可用于多相分离作业
。

例如
,

在力学所应

用流体实验室研发的新型复合式油水分离器中
,

型分岔管路 图 是核心部件之一
,

对

提高分离性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

由于这种分离部件结构紧凑
、

安装维护简便
、

压降损失小
、

分离效果好
,

因此可以独立或与其他分离部件组合使用
,

对现有的分离设施进行升级改造
,

以增大处理量或者提高分离性能等
。

年 月份
,

在南海
一

平台开展的现场试验中
,

课题组利用 型分岔管路和柱形旋流器成功地将排海污水中的含油率降至 一 以下
,

并可显著减少破乳剂
、

絮凝剂等化学药剂的用量
。

这种新型油水分离系统有望在平台排海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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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处理中得到更为广泛的应用
。

’

匕

主管路

图 分岔管路示意图

图 分岔管路油水分离装置

然而
,

虽然分岔管路作为一种新型油水分离部件己经得到了初步的成功应用
,

但目前为

止分岔管路多相流动的研究仍集中于气液两相流动【’
‘

, 】
,

而有关油水等液一液两相流动的研究

却非常有限’, 】
,

这也限制了其作为分离器的分离性能的进一步提升
。

由于相分布是影响多

相管流特性的重要因素
,

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分岔管路的分离效果和压降损失
,

因此本研

究结合室内实验和数值模拟对不同工况下分岔管路内的油水相分布开展了研究
,

以指导分岔

管路的现场试验和工业应用
。

室内实验

实验是在力学所应用流体力学实验室的多相分离实验平台 图 上开展的
,

它可用来

对气液两相
、

液液两相和气液液三相的流动特性和分离现象进行研究
。

实验平台主要由供给

装置
、

数据采集装置和采样装置等几部分构成
,

其中供给装置包括储油罐
、

储水罐
、

射流混

合器
、

供气系统
、

水循环系统
、

油循环系统以及配套的管路
、

阀门等
,

而采样装置则主要由

电磁阀
、

采样管路和相应的控制系统等组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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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分岔管路实验系统流程图

实验介质为白油和水
,

其中油品为 白油
,

其物性参数表

引射器 甲 仄力表

所示
。

表 白油的物性参数

运动薪度 , 闪点 凝固点 比色 比重 , 酸值
型 号

℃ ℃ ℃ ,
,

一 ,

全
一

在 ℃
、

条件下
,

水相的物性参数如 卜 密度 , 、

动力薪度

声
· 、

表面张力 口 一
。

数值模拟

控制方程组

实验表明
,

当入 口管路内为分层流型时
,

在整个分岔管路内油水两相存在较为清晰的相

界面
,

此时可以采用 方法进行数值重构
。

方法由

首先提出
,

它通过求解体积分数输运方程来追踪 自由面
,

自由面的位置由体积分数决定
。

若定义
。 , , ,

‘ 和
, , ,

, 为计算区域内油相和水相的体积分数
,

在任一计算单元

内满足以
一

下关系式

。 ,

在计算区域的一个计算单元内存在三种情况
,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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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计算单元内全部为油相所 「叭

。 二 ,

计算单元内全部为水相所占

。 ,

计算单元内部分为油相
、

部分为水相
,

存在油水界面

连续性方程 至 垫
乙

次 叙
,

、且 、擂 口

枷
‘

一 ‘ 、 , 一 ⋯子、
,

、 ,

、
叨里可 旦刀 枉 甲二一 十 二一 、声似 , , 少 一二厂 十 二一 俨 十 从 刀丁一 十 下一 日 户

优 电
‘

,
,

又改
,

夕」
通常情况下分岔管路内油水两相为湍流流动

,

采用 一 ‘ 二方程模型进行描述
。

方程
。风

—
十
成。对 。 「‘二 、,

、川
一气万一 丁一 】产 十

— 丁 十 一 尸‘

代 氏 少盘 ,

」

￡方程

式中
,

。伽 。。
,

。 「‘⋯ 从 、。
‘

〕。 。 。 ,

一下 ‘ 十 一气丁一一 丁一 日 产 十
— 言一 十 七 丁 。一 七 ‘尸 厂

“ ,

又 口‘

少
,

」
一

体积分数平均后的密度
, ’ 尸

一

体积分数平均后的分子勃性系数
,

尸
·

修正后的压力
, ,

‘ 一

湍流动能耗散率

此处
,

紊流勃性系数麟

一

时间
, , 一

速度分量
, 一

坐标分量
一

湍流动能

的表达式为

从 二

成
是平均速度梯度引起的湍流动能产生项

,

可表示为

‘加 撇
,

、加
行 刀 丁

二 二篇 二‘

戈’ 代 电

在 模型中
,

和尸均为体积分数的函数
,

即

户 户
。 一 ,

尸 产
口 一

如
,

模型中各个常数的取值如下
, , , ,

吼
,

久
,

, 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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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何模型和计算方法

根据实验中采用的 型分岔管路
,

建立了三维几何模型 图
,

管径均为
,

全部采用结构化网格
。

为更好

地捕捉油水界面的分布特征
,

分岔接头

处和分支管路内的网格密度最高
,

主管

路下游次之
,

入 口管路内的网格较少
,

以降低计算成本
。

采用控制体积法离散

控制方程组
,

通过欠松弛方法迭代求

解
,

其中压力
一

速度祸合采用 算法
,

相界面采用 等 提出的 重

构算法
。

图 分岔管路几何模型

结果与分析

入口含油率

在 型分岔管路中
,

分岔接头内的油水相分布在两相分离中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
。

为此
,

采用前面建立的控制方程
、

定解条件和几何模型
,

在图 中对分层流型下分岔接头内的油水

相分布情况进行了数值模拟
,

其中红色部分为油相
,

蓝色部分为水相
。

当入 口混合流速

、
、

入 口含油率
。

为
、

认 和 时
,

可以看出分岔接头内的油水

相分布呈现出非常复杂的三维结构
。

在分支管路入 口段靠近入 口管路一侧
,

存在一个明显的

回流区
,

部分油相会被卷入这一区域 图
。

在同样的流量配比凡
, 二 下

,

当入 口含油

率为 和 时
,

油相分散在水相中
,

且所有的油相均进入了分支管路
,

而当入 口含油

率增至 和 后
,

情况变得更为复杂
,

一部分油相将和水相一起流入了下游主管路内
。

因此
,

同样入 口条件和运行工况下随着入 口含油率的增加
,

油水分离效率将会逐渐降低
。

图 给出了分支管路内的油水相分布情况
,

由于油相具有一定的动量
,

因此通常是在分

支管路底部的下游位置处流入分支管路内
。

当入 口含油率为 时
,

分支管路内油相主要以

液滴和液丝等形式分散于水相中
。

随着含油率的逐渐上升
,

油水界面在流动过程中不断变化
,

除少部分油相仍呈分散状以外
,

绝大部分油相将由贴近壁面的位置逐渐向管路中心靠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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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口流速

当入 口管路内油相流速 二 时
,

图 中
、 、 。、

分别给出了水相入 口流速

为
、 、 、

情况下分支管路内的油水分布情况
。

可以看出
,

当水

相流速较低时
,

油相通常呈块状上升
,

随着水相流速的增加
,

导致油块破碎的因素如剪切应

力
、

湍流脉动等的作用明显增强
,

油相逐渐被拉长成液丝状
,

更倾向于以液滴形式分散于水

相之中
,

流型也相应地逐渐由块状流型过渡为分散流型
。

, ,

图 不同流速下分支管路内的油水分布情况

,

与实验的比较

图 为部分实验 况下分支管路入 口段和主体段内的油水相分布情况
。

可以看出
,

当油

水两相在分岔接头内发生流量和相分配不均现象后
,

在分支管路内的管路截面上油相倾向于

聚集在右侧位置
,

在垂直向上流动的过程中又有逐渐均匀分散于水相中的趋势
。

受分岔接头

处的扰动
、

剪切应力
、

重力
、

界面张力和湍流脉动等因素的影响
,

分支管路内的油水相分布

比较复杂
,

较大的油块可能会出现拉伸
、

变形
、

破碎
、

聚合等多种现象
。

此外
,

当含油率较

低时
,

逐渐增加混合流速后油相将以小液滴的形式存在于水相之中
,

而减小混合流速或者增

加入 口含油率后油相更倾向于以形状
、

大小不一的油块形式出现
。

这些与前面的数值模拟结

果是相符的
,

表明采用 方法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相分布的主要特征
,

为通过数值手段

进行分离效率和压降损失的计算乃至分岔管路的结构优化奠定了基础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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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分支管路入 口段和主体段内的油水相分布

结论

本研究结合室内实验和数值模拟
,

对分岔管路这种新型管式分离器内的油水两相流动特

性进行了研究
,

得到了以下结论
。

与传统的油水分离设备相比
,

分岔管路具有分离效率高
、

体积紧凑
、

压降损失小等

优点
,

并可减少破乳剂
、

絮凝剂等化学药剂的用量
,

有望在海洋石油开采中得到更

为广泛的应用
。

采用 模型中的 方法
,

对分层流型下分岔接头和垂直管路内的油水相分布

进行了界面重构
,

计算再现了油相的拉伸
、

变形
、

破碎
、

聚合等现象
,

与实验观测结果符合

较好
,

为通过数值手段计算分离效率和压降损失乃至优化分岔管路的结构等奠定了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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