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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学校建筑类专业双语教学规划教材：工程热力学（双语版）》为作者根据多年的教学实践
经验，组织编写组成员参阅多本英文原版教材，充分利用互联网上工程热力学课程的教学资源，根据
国内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专业《高等学校建筑类专业双语教学规划教材：工程热力学（双语版）》课
程教学大纲的要求，编排各章节的内容，用中、英文两种文字编写了这部适合我国学生使用的双语教
材。
本书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和完整性，第12章还对可再生能源的相关知识和应用新技术进行了简单介绍，
以拓宽学生能源利用方面的知识。
各章节后有中文思考题和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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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3.自由膨胀 如图4—2所示，隔板将容器分为A、B两部分，A侧盛有气体，B侧为真
空。
如果将隔板抽去，则A侧的气体将膨胀并移向8侧。
这种在有限压差作用下的无阻膨胀称为自由膨胀，也是工程上常见的一种自发过程，其逆过程——自
动压缩（或无功压缩）却是不可能实现的。
因此，自由膨胀也是一种不可逆过程。
 4.混合过程 上例中，若容器左右两侧盛有不同的气体，则抽开隔板时会引起二者的混合。
混合过程可以自发进行，但混合物的分离需消耗外界的能量。
可见，不同气体的混合也是不可逆过程。
 综上所述，自发过程均具有方向性，只能自发朝着使系统与外界趋于平衡的方向进行。
例如，热量总是从高温物体自发地向低温物体传递，直至达到热平衡。
而且自发过程均是不可逆的，系统经过任一自发过程后，若要过程反向进行且使系统回复到初始状态
，则就必须有一定的条件来补偿，并会给外界留下不可消除的影响。
例如，制冷和热泵循环虽实现了热量由低温物体向高温物体的传递，却消耗了功，这部分功连同从低
温物体提取的热量一起传递给高温热物体。
功转换为热就是这一非自发过程得以实现的补充条件。
 从上述例子还可见，导致自发过程不可逆的原因各不相同，但主要因素有两类：一类是系统与外界存
在不平衡势差时，过程中存在不平衡损失。
如有限温差下的传热过程，工质吸、放热时，高品位能转化为低品位能，会导致能量贬值。
温差传热、自由膨胀、混合过程等都是因不平衡势差而导致了过程的不可逆。
这种在系统与外界环境之间的不平衡势差被称为外部不可逆因素。
另一类是过程中存在耗散效应而引起的不可逆损失，如摩擦、电阻、磁阻等。
这种出现在热力系内部的不可逆因素则称为内部不可逆因素。
任何实际过程都不可避免地包含上述一种或几种不可逆因素，因此任何涉及热现象的实际宏观过程都
是不可逆的。
 4.1.2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实质与表述 热力过程具有方向性，过程总是沿着使能量从较高品质向较低品质
转化的方向进行，能质会降低。
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实质就是论述热力过程的方向性以及能质退化或贬值的定律，表明自然界中物质和
能量只能沿着一个方向自动转换，即从可利用到不可利用，从有效到无效，说明节能的必要性。
 针对不同种类的热力过程描述其方向性，热力学第二定律有各种不同的表述形式。
这里仅介绍两种从工程应用角度归纳出来的最经典的表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工程热力学>>

编辑推荐

《高等学校建筑类专业双语教学规划教材:工程热力学(双语版)》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和完整性，第12章
还对可再生能源的相关知识和应用新技术进行了简单介绍，以拓宽学生能源利用方面的知识。
各章节后有中文思考题和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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