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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以欧美目前流行的工程热力学教科书作为主要参照，根据我国高等工业学校的工程热力学
教学大纲，结合动力工程和能源工程本科的特点，将几种典型教本，Thermodynamics：AnEngineering
Approach（Yunus A．Cengel，Michael A．Boles．），Fundamentals of Engineering 17hermody-namics
（Michael J．Moran，Howard N_Shapiro M．），Engineering 1laermodynamics（J．B．Jones，R．E
．Dusan．），Applied Tlaermodynamics flor Engineering Telzhnologists（Rd．Eastop A．）
，thermodynamicsand Heat Power（Laving Granet，Maurice Bluestein．）的相关章节浓缩融合，又吸收了
国内同行的工程热力学教科书的有益成分汇集编译的。
本书适于船舶动力工程、能源动力工程学科或相关学科的本科教程，可安排54学时或72学时的教学计
划。
　　国内印行的工程热力学教科书，20世纪50年代开始受到苏联教学体系的影响，重视理论的基础和
解析的方法；但是，工程实践的背景和发展介绍有限，部分资料和图表略显陈旧。
欧美目前流行的工程热力学教科书，较多地反映了动力工程实践的新发展，讲解细致浅显，重视工程
实用的数值方法，但篇幅浩大，过于冗长，又忽略了必要的解析方法及其运用。
为了吸收各种教本体系的优点，弥补各自的欠缺和不足，宜侧重于采取欧美目前流行的工程热力学教
学体系的长处，吸收国内工程热力学教材重视解析方法的优点，同时将几种典型的教本融合贯通，以
形成更加适合于我国高等工程教育的热力学教学框架。
本书的编译贯彻了这个宗旨。
　　工程热力学的基本内容，学生是必须系统掌握的，在欧美的教科书中，部分内容恰恰未予说明或
仅是一笔带过，与我国的教学大纲有所差别，为此，本书给予了必要的补遗和充实。
例如，理想气体的热力过程，定比热容的计算和应用，理想气体性质的计算方法等。
　　欧美的教材，有深入浅出、直白易懂，讲解清晰的特点，深入浅出，对于较长学时的教程特别有
利。
类似船舶动力工程和其他非热能专业，一般采用54学时教学计划于热力学，这些专业对于热力学的掌
握又有相当全面的要求，这时，深入浅出地叙述就特别适用。
但是，由于英语语言本身风格的原因，行文经常有过分冗长和烦琐的叙述，与我国高校教本的语言简
练，结构紧凑。
重点突出等特点，不相适应。
为了照顾我国学生的阅读习惯，尽量进行了删节和浓缩，使本书较为精干和凝练。
　　重点参考的几本教科书，内容丰富，涉略广泛，深浅并举。
我国研究生课程的高等热力学内容，在其中也多有详尽的讲述。
为了减轻学生的负担，明显超出我国教学大纲的部分，有选择地剔除，未予兼收并蓄。
另一方面，在冗长和详尽的同时，参考的教材又体现了系统性学习和渗透式学习相互结合的特点，在
介绍重点内容的过程中，也穿插了工程实践领域内与本课程密切相关的信息，帮助学生对工程问题有
更加具体的了解和印象，比如，空气调节方面的人体生理，热力发动机效率功率指标的分布，实际热
功转换装置的具体特性参数等。
这恰好是我国的通行教材欠缺的，本书部分吸取了其中有益的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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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根据我国高等工业学校的工程热力学教学大纲，吸取欧美目前流行的工程热力学教学体系的长
处，融合贯通我国与苏联、欧美的多种教本，编译而成的工程热力学教科书。
文中的重点部分有英语的对照文本。
如果选用书中全部内容，也可安排更多学时的教学计划。
    本书的主要内容有三大部分，热力学的基本概念和定义、依托基础面向实际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以
及各种动力循环。
为了克服学生掌握熵概念的迷茫和困难，热力学第二定律和熵分为两章。
理想气体的内容较为简单，不再单独成章。
    内容包括：绪论，热力学的发展；导论，热功转换装置；基本概念和定义；纯物质的性质；热力学
第一定律；热力学第二定律；熵；热力学关系式；湿空气和空气调节；高速气体流动；气体动力循环
；蒸汽和联合动力循环；制冷循环。
    全书主要采用国际单位制，图线采用了国际上目前流行的样式和内容。
    本书注重基础理论的加强，突出了工程实践和应用，特别注意学生知识的掌握和能力的培养。
    本书适用于我国高等工程院校动力与能源工程学科本科的教科书和参考书；也适合于工程技术人员
作为参考书应用，或作为技术手册备查；还可作为科技英语学习的辅助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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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能量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它只能从一种形式转换为另一种形式，这个定律以实验观察为基
础，称为热力学第一定律，或称为能量守恒定律。
　　第一定律可简述为：一个系统和它的环境相互作用，系统得到的能量一定等于环境失去的能量。
　　能量通过闭口系的边界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传热和做功。
　　以做功来传递能量总是和物体的宏观位移有关，所做功的大小就是在这一过程中所传递能量的大
小。
以传热来传递能量，就不必有物体的宏观移动。
当热源和工作流体接触时，就把能量直接待递给工质，它是通过接触处两个物体中杂乱运动的质点间
的能量交换而进行的。
传热的结果，是高温物体把能量传递给低温物体，传递能量的多少用热量来度量。
　　功的热力学定义是：当热力系通过边界与外界发生能量传递时，如果对外界的唯一效果可以归结
为举起重物，则热力系对外界做了功。
　　热量的热力学定义是：热力系通过边界所传递的除功以外的一切能量。
　　功的热力学定义所指的“举起重物”，只是说：“对外界的唯一效果可以归结为举起重物”，并
非真有重物被举起。
　　热量和功都是能量传递的度量，它们是过程量。
只有在能量传递的过程中，才有功和热量，没有能量传递的过程，也就谈不到功和热量。
若要说，物体在某一状态下有多少功或多少热量，显然是毫无意义的。
功和热量都不是状态参数。
　　热量和功又有不同之处。
功是宏观的、整理过的能量传递形式，在做功过程中，往往伴随着能量形态的转化。
在工质膨胀推动活塞做功的过程中，工质把内能传递给活塞，成为动能。
此时，热能转变成机械能。
当过程反过来进行时，活塞的动能又转变成了内能，也就是热能。
在传热过程中，高温物体把自己的内能传递给低温物体的粒子，然后经过粒子间的相互作用，最终成
为低温物体的内能。
在传热过程中，不存在能量形态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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