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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化工原理（下册）》以传递过程的理论和处理工程问题的
方法论为两条主线，重点介绍化工单元操作的基本原理、过程计算、典型设备及其强化。
全书共十二章，分上、下两册出版。
上册除绪论和附录外，包括流体流动、流体输送机械、非均相混合物分离及固体流态化、液体搅拌、
传热及蒸发；下册包括传质与分离过程概论、气体吸收、蒸馏、萃取（液一液萃取及浸取）、干燥（
含增减湿）及其他分离过程（结晶、膜分离及吸附等）。
每章均有学习指导、例题、习题与思考题。
　　《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化工原理（下册）》专业适用面宽，可供高等院校化工、
石油、生物、制药、食品、环境、材料等有关专业使用，也可供有关部门从事科研、设计、管理及生
产等工作的科技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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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与描述7.2.1 分子传质（扩散）7.2.2 对流传质7.2.3 相际间的传质7.3 传质设备简介7.3.1 传质设备的
分类与性能要求7.3.2 典型的传质设备习题思考题本章主要符号说明第八章 气体吸收学习指导8.1 概
述8.1.1 气体吸收过程与流程8.1.2 气体吸收的分类8.1.3 吸收剂的选择8.2 吸收过程的相平衡关系8.2.1 气
体在液体中的溶解度8.2.2 亨利定律8.3 吸收过程的速率关系8.3.1 膜吸收速率方程8.3.2 总吸收速率方
程8.3.3 吸收速率方程小结8.4 低组成气体吸收的计算8.4.1 物料衡算与操作线方程8.4.2 吸收剂用量的确
定8.4.3 塔径的计算8.4.4 吸收塔有效高度的计算8.5 吸收系数8.5.1 吸收系数的测定8.5.2 吸收系数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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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塔8.7.1 塔填料8.7.2 填料塔的流体力学性能与操作特性8.7.3 填料塔的内件习题思考题本章主要符号说
明第九章 蒸馏学习指导9.1 概述9.2 两组分溶液的气液平衡9.2.1 两组分理想物系的气液平衡9.2.2 两组分
非理想物系的气液相平衡9.2.3 气液相平衡的应用9.3 单级蒸馏过程9.3.1 平衡蒸馏9.3.2 简单蒸馏9.4 精馏
——多级蒸馏过程9.4.1 精馏原理9.4.2 精馏操作流程9.5 两组分连续精馏的计算9.5.1 理论板的概念和恒
摩尔流假定9.5.2 物料衡算与操作线方程9.5.3 理论板层数的计算9.5.4 回流比的影响及选择9.5.5 简捷法求
理论板层数9.5.6 几种特殊情况理论板层数的计算9.5.7 连续精馏装置的热量衡算与精馏过程的节能9.5.8 
精馏过程的操作型计算和调节9.6 间歇精馏9.6.1 回流比恒定时的间歇精馏9.6.2 馏出液组成恒定时的间
歇精馏9.7 特殊精馏9.7.1 恒沸精馏9.7.2 萃取精馏9.7.3 盐效应精馏9.8 多组分精馏概述9.8.1 流程方案的选
择9.8.2 多组分物系的气液平衡9.8.3 物料衡算及关键组分9.8.4 简捷法确定理论板层数9.9 板式塔9.9.1 塔
板的类型及性能评价9.9.2 塔板的结构9.9.3 板式塔的流体力学性能和操作特性9.9.4 板式塔工艺尺寸的计
算习题思考题本章主要符号说明第十章 液一液萃取和液一固浸取学习指导10.1 液一液萃取概述10.2 液
一液相平衡10.2.1 三角形坐标图及杠杆规则10.2.2 三角形相图10.2.3 萃取剂的选择10.3 液一液萃取过程
的计算10.3.1 单级萃取的计算10.3.2 多级错流萃取的计算10.3.3 多级逆流萃取的计算10.3.4 微分接触逆流
萃取的计算10.4 液一液萃取设备10.4.1 萃取设备的基本要求与分类10.4.2 萃取设备的主要类型10.4.3 萃
取设备的选择10.5 其他萃取技术简介10.5.1 超临界流体萃取10.5.2 回流萃取10.5.3 化学萃取10.6 液一固浸
取10.6.1 液一固浸取概述10.6.2 浸取过程中的平衡关系10.6.3 单级浸取10.6.4 多级逆流浸取10.6.5 浸取设
备习题思考题本章主要符号说明第十一章 固体物料的干燥学习指导11.1 湿空气的性质及湿度图11.1.1 
湿空气的性质11.1.2 湿空气的H-I图11.2 干燥过程的物料衡算与热量衡算11.2.1 湿物料的性质11.2.2 干燥
过程的物料衡算与热量衡算11.2.3 空气通过干燥器时的状态变化11.2.4 干燥系统的热效率11.3 干燥速率
与干燥时间11.3.1 物料中水分的性质11.3.2 恒定干燥条件下干燥时间的计算11.3.3 变动条件下的干燥过
程11.4 真空冷冻干燥11.4.1 真空冷冻干燥原理11.4.2 冷冻干燥过程11.4.3 冻干程序与冻干曲线11.5 干燥
器11.5.1 干燥器的主要型式11.5.2 干燥器的设计11.6 增湿与减湿11.6.1 增湿与减湿过程的传热、传质关
系11.6.2 空气调湿器与水冷却塔习题思考题本章主要符号说明第十二章 其他分离方法学习指导12.1 结
晶12.1.1 结晶的基本概念12.1.2 相平衡与溶解度12.1.3 结晶动力学简介12.1.4 工业结晶方法与设备12.1.5 
结晶过程的计算12.2 膜分离12.2.1 膜材料与膜组件12.2.2 膜分离过程的传递现象12.2.3 各种膜过程简
介j2.3 吸附12.3.1 吸附现象与吸附剂12.3.2 吸附平衡与吸附速率12.3.3 工业吸附方法与设备12.4 离子交
换12.4.1 离子交换原理与离子交换剂12.4.2 离子交换平衡与交换速率12.4.3 工艺方法与设备习题思考题
本章主要符号说明附录一、扩散系数二、常用填料的特性参数三、塔板结构参数系列化标准（单溢流
型）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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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弧鞍填料弧鞍填料是最早提出的一种鞍形填料，其形状如同马鞍，如图8—20（d）所示。
该填料的特点是表面全部敞开.不分内外，液体在表面两侧均匀流动，表面利用率高；流道呈弧形，流
动阻力小。
其缺点是装填时容易发生套叠，致使一部分填料表面被重合，使传质效率降低。
弧鞍填料一般采用瓷质材料制成，强度较差，易破碎，目前工业中已很少采用。
　　（5）矩鞍填料为克服弧鞍填料易发生套叠的缺点.将其两端的弧形面改为矩形面，且两面大小不
等，即成为矩鞍填料，如图8—20（e）所示。
矩鞍填料堆积时不会套叠，液体分布较均匀。
矩鞍填料一般采用瓷质材料制成，其性能优于拉西环。
因此，过去绝大多数应用瓷拉西环的场合，现已被瓷矩鞍填料所取代。
　　（6）金属环矩鞍填料环矩鞍填料（国外称为Intalox）是兼顾环形和鞍形结构特点而设计出的一种
新型填料，该填料一般以金属材质制成，故又称为金属环矩鞍填料，如图8—20（f）所示。
环矩鞍填料将环形填料和鞍形填料两者的优点集于一体，其综合性能优于鲍尔环和阶梯环，在散装填
料中应用较多。
　　（7）球形填料球形填料是散装填料的一类，其外形为球形，一般采用塑料注塑或陶瓷烧结而成
，具有多种构形。
图8—20（g）所示为由许多板片构成的塑料多面球填料；图8—20（h）所示为由许多枝条的格栅组成
的塑料TRI球形填料。
球形填料的特点是球体为空心，可以允许气体、液体从其内部通过。
由于球体结构的对称性，填料装填密度均匀，不易产生空穴和架桥，所以气液分散性能好。
球形填料一般只适用于某些特定的场合，工业上应用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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