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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基础教育迅速恢复与发展，全国各地新建一批高等师范专科学
校。
教育部为了规范此类学校的课程目标及教学内容，相继组织制订各学科的教学大纲。
1982年12月，教育部在重庆江津召开了高等师范专科化学专业各学科教学大纲研讨会，河北师范大学
崔恩选和当时在河北省高等教育局高等教育研究室任职的潘鸿章作为学科专家应邀到会参与化学工艺
学教学大纲的起草和制订工作，并应高等教育出版社之邀，根据教学大纲，组织编写《化学工艺学》
教材。
第一版于1985年问世，1990年修订再版。
该书从问世至今，已有20多年。
在此期间，我国的化学工业迅速发展，新产品、新技术层出不穷。
随着高等师范培养模式的改革，大部分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已升格为四年制本科院校，教学内容也进行
了相应的调整和充实。
此外，由于基础教育课程的改革，新的中学化学教材增加了许多联系社会生活和生产实际的内容，高
中还设置了与&ldquo;化工&rdquo;有密切联系的&ldquo;化学与技术&rdquo;、&ldquo;化学与生
活&rdquo;选修课程。
为了适应改革和发展的需要，根据高等教育出版社的建议，河北师范大学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组织编
写了供高等师范院校本科及专科使用的这本《化学工艺学》新教材。
　　鉴于教育部制订的化学工艺学教学大纲，凸显师范教育特色，本次编写时基本参照大纲规定的内
容结构体系。
在化学工程基本原理部分，以阐述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及基本计算为主，适当拓宽了部分内容。
各物理量的量纲采用国际单位制及并用的新国家标准，采用最常见的通用公式和数据。
在化工生产工艺部分，尽量介绍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落实节能减排、保护环境、提高经济效益
的理念，凸显内容的时代性、新颖性。
　　本书由河北师范大学潘鸿章任主编，并编写第九、十、十一、十二章，河北师范大学王瑞芝编写
第三、四、五、七章，河北师范大学崔振水编写第一、二、六、八章。
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河北师范大学有关部门及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孟令鹏教授、马子川教授等的大力
支持，在此表示感谢。
　　本书由北京师范大学张文朴教授主审，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和建议。
高等教育出版社殷英、刘佳同志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劳动。
在此谨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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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化学工艺学》的编写基本参照教育部制订的化学工艺学教学大纲，凸显师范教育特色。
全书共12章，分为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为化学工程基本原理，内容包括流体的流动与输送、传热过程、吸收、蒸馏、化学反应器；
第二部分为化工生产工艺，内容包括硫酸工业、合成氨工业、氯碱工业、纯碱工业、石油化学工业、
有机化工、高分子材料工业。

　　在化学工程基本原理部分，以阐述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及基本计算为主，适当拓宽了部分内容。
各物理量的量纲采用国际单位制及并用的最新国家标准，采用最常见的通用公式和数据。
在化工生产工艺部分，尽量介绍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落实节能减排、保护环境、提高经济效益
的理念，凸显内容的时代性、新颖性。

　　《化学工艺学》可供高等师范院校化学类专业用作教材，也可供相关专业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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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1 化工生产中流体的流动过程与输送机械　　化学工业的实际生产所涉及的物料中，流体占相当
大比重，生产过程也大多是在气相或液相中进行，因此，流体的流动与输送在化工生产中是一个重要
的基本过程。
流体的行为对于生产加工过程具有普遍重要意义，并且是研究单元操作的基础之一。
现代化工生产中，为强化生产过程，实现连续操作，往往也对固态物料粉碎，使用固体流态化技术，
例如硫酸生产中硫铁矿的沸腾焙烧等。
　　所谓流体，是指具有流动性的物质，就是在切应力作用下，能够产生连续变形的物体。
这个定义的重要前提是当流体处于静止状态时不存在切应力，应从流动性、压缩性、连续性及黏滞性
等角度加以理解。
流体的特征在于其质点几乎可以无限流动，而且可以任意分割或改变其形状。
物质三态中，液态与气态无一定形状，能够自由流动，因此被统称流体。
流体是由大量的、不断运动着的分子组成的，而工程上研究的流体，是研究它的宏观特性，即大量流
体分子的统计平均特性，一般不考虑流体分子间的存在间隙、分子的不规则运动以及分子内部的结构
等情况。
因此，在研究流体流动时，常将流体看作是由无数质点组成的连续介质。
在流体内部，质点一个紧挨一个，质点间没有任何间隙，流体中每一点都被流体质点所占据，任意点
上流体的物理量，就是指该点上流体质点的物理量，这就是流体的连续介质模型。
把流体看成连续介质，是流体力学中一个最基本的假定，其目的在于避开复杂的分子运动。
值得注意的是，，在高真空状态下，由于气体过于稀薄，质点内分子数较少，因而不能作为连续介质
。
由此可见，流体的连续介质模型是一个具有相对意义的概念。
　　以煤气在填料塔内用水洗涤，以除去煤焦油等杂质的工艺过程为例。
这里，水和煤气的流动与输送过程，及附属设备如流量计、压差计、水封等的工作原理都遵循的是流
体力学原理。
其中流体在压差计、水封中处于静止状态，是流体静力学问题；而泵、流量计的工作原理以及水在管
路中的流动则是流体动力学问题。
这就要求我们掌握流体在相对静止和流动过程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规律，并运用这些原理和规律解决化
工生产过程所涉及的流体流动和输送有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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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其他版本请见：《高等学校教材：化学工艺学》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化学工艺学>>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