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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阶段的化工工程中，伴热技术的应用可以通过

相应的介质散发热量来达到管道保温或者管道防冻的目

的。尤其伴热系统，可以通过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将热

能量传到给管道，达到管道保温或者防冻的目的。但是

受到伴热系统本身缺陷的影响，热能量的传输过程中不

可避免的会产生一定的损耗。

这些损耗会增大化工工程的运行成本。而且，在伴

热系统的长期运行中，相关设备与空气中的氧气和水分

接触，也会产生一定的损耗。只有做好日常检修与定期

养护，及时将设备运行的潜在故障进行消除，才能够尽

可能的降低后期设备的维修成本，并将设备长期维持在

最佳运行状态。需要注意的是，只有对化工工程的实际

需求和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详细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

进行伴热方式的选择，才能够保证伴热方式选择的科学

合理性。

1 化工工程中蒸汽伴热与电伴热加热工艺
1.1 蒸汽伴热加热工艺

在化工工程的运行中，蒸汽加热工艺的运行，需要

工作人员在有加热保温需求的化工管道系统中设置伴热

金属管，当蒸汽申城系统后，就会将蒸汽输入到伴热管

中。蒸汽与金属管接触，就会产生放热的物理反应。这

样一来，只要有伴热金属管，就可以将热能量成功传导

给化工管道，省略了一系列复杂过程，伴热效果非常有

保证。而且，在导热性能方面，金属物质有着非常突出

的优势，热能量也只是在金属管之间传导，所以蒸汽伴

热加热工艺的应用，可以大幅度的降低热能在传导过程

中的损失，保证加热效率和效果。另外，虽然蒸汽伴热

加热工艺的运行中，蒸汽热量会在管道传输中产生损失，

但是这种损失并不会对伴热温度产生影响，而且蒸汽的

热能承载能力非常高，可以为蒸汽伴热工艺的保温性能

与加热效果提供保证。

1.2 电伴热加热工艺

针对电伴热加工工艺的运行，工作人员需要将功率

调节装置和加热回路直接设置到化工管道系统中，进而

根据化工工程管道运行的实际需求进行伴热。需要注意

的是，具有加热功能的自调加热器是一种成品设备，可

以先对其所处环境的温度高低进行分析，并以此为基础

调节加热功率。恒定功率一般不会成为其出现伴热故障

的原因，所以也不需要在维修方面付出更多的精力。另

外，加热回路中的线芯需要承载电能，并完成相应的加

热任务，所以其绝缘外皮的质量十分有保证，可以大幅

度降低短路等故障的出现，保障伴热工艺的安全运行。

在电伴热加热工艺的运行中，由于热能不需要运输就可

以直接传导至管道中，所以避免了运输过程中的热能损

失。而这，就可以为热能利用率的提升提供保证。

1.3 蒸汽伴热加热工艺与电伴热加热工艺的比较

在实际的蒸汽伴热加热工艺中，热能传输是热能的

传导必经的一个过程。所以，蒸汽伴热在热能利用率方

面不具备任何优势。根据专业人士的研究表明，蒸汽加

热的热能利用率为 50%，而电伴热加热工艺的热能利用

率则高达 95%。另外，蒸汽伴热加热工艺的运行无法对

加热温度进行精确的调节，并且为了避免出现温度过高

的现象，需要提前进行反复的调试。而电伴热加热工艺

的运行，不仅不需要反复调试，还可以自动化调节加热

温度，所以与蒸汽伴热加热工艺相比，其加热性能更优。

2 化工工程中蒸汽伴热与电伴热的加热系统
2.1 蒸汽伴热加热系统

在化工工程中，蒸汽伴热的加热系统主要由以下几

大构件组成：第一伴件、第二锅炉、第三控制原件、第

四水质监测等。所以，即便是对低压蒸汽进行直接使 

用，也需要提前设置大量的附件，工程量相对较大。另

外，在蒸汽伴热加热系统中，金属管道虽然可以进行热

能的传导，但是其内壁却会在蒸汽的影响下遭到氧化腐

蚀。除了金属管道内壁紫外，还有一些其他零件也会遭

到蒸汽的氧化腐蚀。所以，为了将系统维持在正常状态，

工作人员需要在运维方面花费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对蒸

汽伴热加热系统进行分析，工作人员要想对加热温度进

行有效的控制，还需要对热水流量、蒸汽流量进行恰当

的调节。但是，热水流量与蒸汽流量的调节过程具有一

定法繁琐性，精确度也很难掌握，所以如果化工工程的

运行对于温度的要求比较高，蒸汽加热系统将表现出明

显的不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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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电伴热加热系统

在化工工程中，电伴热加热系统具有结构简单、运

维便捷的特点，主要由以下几大构件组成：第一电源、

第二功率调节装置、第三加热回路等。以加热回路结构

和加热带材质的不同为标准，可以将电伴热加热系统分

成以下六种：第一自限温加热系统、第二并联式加热系

统、第三串联式加热系统、第四高温电加热系统、第五

硅橡胶电加热系统、第六 MI 加热电缆加热系统。工作

人员可以对化工工程管线的加热需求进行分析，并以此

为基础选择合适的电伴热加热系统，进而强化加热系统

的应用效果。例如，如果工业设备管线伴热建设的环境

比较潮湿，但没有爆炸性气体存在，可以选择硅橡胶电

加热系统，借此降低潮湿环境对加热带的腐蚀力度。如

果管线伴热建设对于加热速度的要求比较高，可以选择

MI 加热电缆加热系统，确保在短时间内将温度升高至

1083℃。

2.3 蒸汽伴热加热系统与电伴热加热系统的比较

与蒸汽伴热加热系统相比，电伴热加热系统的结果

相对简单，且不需要在后期运行维护方面付出更多的精

力。而且，电伴热加热系统的类型也比较丰富，可以让

工作人员直接按照化工工程的运行需求，进行加热系统

类型的选择，进而更好的满足化工管道的伴热需求。另

外，电伴热系统的应用，并不会出现蒸汽氧化腐蚀等问

题，所以耐用性更强。

3 化工工程中蒸汽伴热与电伴热的运行费用
3.1 蒸汽伴热运行费用

当处于蒸汽伴热运行条件下时，在计算伴热运行费

用的时候，需要重点考虑伴热过程中产生的蒸汽量消

耗情况。其计算公式为：管道单位时间耗蒸汽量 × 每

吨蒸汽价格 × 运行时间 + 运维费用。需要注意的是，

绝大多数的低压蒸汽可以在蒸汽伴热工艺中直接使用，

所以整个伴热过程并不会产生较高的蒸汽消耗成本。但 

是，如果伴热管道与低压蒸汽生产设施之间的距离较远，

那么蒸汽的传输过程必然会产生损失。而且，蒸汽伴热

系统中还存在着大量的零件和装置。如果这些零件或装

置遭到氧化腐蚀，还需要工作人员付出更多的成本去运

维。

3.2 电伴热运行费用

当处于电伴热运行条件下时，在计算伴热运行费用

的时候，需要重点考虑电能的实际消耗量。其计算公式

为：电价 × 用电量。如果化工管道达到设定的温度，

就会切换到自动保温模式。这样一来，其运行功率就会

降低，电量损耗就会减少。由此可见，电伴热系统的运

行费用支出的合理性更强。而且，电伴热装置的使用寿

命往往很长，整个使用过程中不需要维护，所以维护成

本也可以省略。

3.3 蒸汽伴热与电伴热的运行费用的比较

上文已经提到，蒸汽伴热系统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

去维护，而电伴热系统则无需运维，不会产生运维费用。

另外，蒸汽伴热加热过程中，蒸汽的使用会产生损耗，

所以其日常运行需要较高的费用支持。但电伴热系统的

加热方式更加直接，且可以按照需求加热，所以可以有

效避免电能的过度消耗，其日常基础运行费用更低。由

此可见，电伴热的运行费用更低。

4 化工工程中蒸汽伴热与电伴热的投资成本比较
4.1 蒸汽伴热投资成本

通常来说蒸汽伴热的投资成本并不高。无论是蒸汽

生产设备、相关附件还是装置，都需要投入一定的成本。

但是这些附件和装置的价格并不高，所以总体的投入成

本也并不高。

4.2 电伴热加投资成本

为了保证伴热效果，工作人员需要对电伴热的建设

进行严格、认真的前期设计。所以，在正式开始施工建

设之前，化工厂就需要在设计、咨询以及人力方面投入

一定的成本。在后期的施工建设过程中，加热回路在操

作精确度方面的要求非常严格，所以会产生较高的安装

成本。另外，加热线缆是最主要的施工材料，化工厂在

选择线缆型号的时候，需要保证其与电伴热系统类型的

匹配度。但线缆型号不同，价格也不同。如果化工工程

对线缆的保温要求较高，那么相应的电伴热系统的投资

成本还会明显增加。

4.3 蒸汽伴热与电伴热的投资成本比较

首先，蒸汽伴热系统无需在人工上花费较多。而电

伴热系统则需要在人工上付出较高的成本。其次，蒸汽

伴热系统建设需要使用的构件与设备，成本也比较低。

但电伴热系统建设所需要的构建、装置成本则相对较高。

所以，电伴热系统建设所花费的投资成本更高。如果是

在寒冷地区，则优先选择蒸汽伴热系统。

5 结语
综上所述，不同的伴热方式，有着不同的优势和劣

势。所以，工作人员需要对化工工程的运行现状以及运

行需求进行分析，并以此为基础选择核实的伴热方式。

只有这样，才能够有效提升化工生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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