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化学制药工艺过程及设备>>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化学制药工艺过程及设备>>

13位ISBN编号：9787122045331

10位ISBN编号：7122045331

出版时间：2009-6

出版时间：化学工业出版社

作者：刘红霞 著

页数：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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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化学制药工艺过程及设备>>

前言

　　根据目前高等教育重基础、轻专业，压缩理论课课时，给学生留出更多的课余时间去参与实践和
创新，培养学生具有更广阔的适应能力的这一本科生教学要求，我们学校对制药工程专业的理论课进
行了重新整合，更注重培养学生的实际能力，把与化学药物生产实践相关的化学制药工艺学、制药工
程、化工设备设计基础等课程进行了归纳整理，将其中对本科生将来从事工业生产有直接指导作用的
基本理论和应用技术内容整合到一起，删去原来课程中较多的理论，更注重实际应用，结合多年来指
导学生毕业设计的经验，我们编写了这本《化学制药工艺过程及设备》，将学生在毕业设计过程中将
要用到的理论知识和应该掌握的工程设计技能等方面知识融合到一起。
　　本书共分为9章，第1章介绍化学制药工业的特点及其设备的分类，第2章介绍化学药物工艺路线设
计和选择的一般方法，第3章介绍均相反应和气?固相催化反应动力学基础，这些内容是研究化学制药
反应工艺过程及反应器设计的基础。
第4章介绍工艺研究的内容以及影响化学药物合成的溶剂、催化剂等，此外，还介绍了工艺研究的方
法以及新工艺新技术。
第5章以两个典型品种为主线，阐述其工艺路线的选择、工艺流程设计方法。
第6章介绍理想反应器、非理想流动等反应设备的设计原理及反应器的选型。
第7章介绍化学制药常用的间歇反应设备的设计，包括容积的计算、搅拌形式的选择等。
第8章介绍化学制药的其他设备，包括制药生产中的流体输送、过滤、换热、蒸馏等生产设备的选型
。
第9章介绍原料药生产的成品洁净区设计原则和方法。
全书力求将化学制药的工艺、设备、车间设计相结合，通过列举典型品种，从其工艺路线的设计开始
，对其工业生产流程的设计、设备的设计计算与选型，直至其生产全过程进行介绍，对制药工程学生
的毕业设计和今后的生产实践都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本书由从事多年化学药物研究、教学，并具有实际生产经验的人员编写，内容注重理论与实际相
结合，不仅可以作为制药专业的本科生教材，也可以作为制药企业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本书由齐齐哈尔大学化学与化学工程学院的刘红霞编写，海南师范大学化学系刘红博士对本书的
编写给予了悉心的指导和帮助，并提出了十分宝贵的意见，全书由刘红霞统稿。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齐齐哈尔大学化学与化学工程学院领导以及制药工程系领导的关心和支持，
特别是邢凤兰教授、高春林老师在本书编写过程中给予了很大的帮助，作者表示十分感谢。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还得到了管清华、张中伟、潘燕梅、孟令桥、孟繁龙、尧云峰、刘永刚、陈淑
清、刘艳霞、李华、白玉洁、刘广娟、田义虎、王荣涛等同志的支持与协助，他们提出了十分宝贵的
意见，作者在此表示感谢。
由于编写时间仓促和作者水平有限，书中有不当之处恳请读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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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化学制药工艺过程及设备》对化学制药工业的工艺和设备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内容包括化学药
物工业路线设计和选择的一般方法、均相反应和气固相催化反应动力学基础、化学合成工艺研究内容
及影响因素、工艺设计的选择与方法、反应设备以及清洁厂房设计等。
《化学制药工艺过程及设备》作者多年从事化学制药教学、科研并具有实际生产经验，编写中结合大
量实例，更注重实际应用。
《化学制药工艺过程及设备》适用于从事化学制药的研究、技术人员，以及相关专业的高校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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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工业上对催化剂的要求主要有催化剂的活性、选择性和稳定性。
催化剂的活性就是催化剂的催化能力，是评价催化剂好坏的重要指标。
在工业上，催化剂的活性常用单位时间内单位质量（或单位表面积）的催化剂在指定条件下所得的产
品量来表示。
影响催化剂的活性因素较多，主要有如下几点。
　　①温度温度对催化剂活性影响较大，温度太低时，催化剂的活性小，反应速率很慢；随着温度升
高，反应速率逐渐增大；但达到最大速率后，又开始降低。
绝大多数催化剂都有活性温度范围，温度过高，易使催化剂烧结而破坏活性，最适适宜的温度要通过
实验确定。
　　②助催化剂（或促进剂）　在制备催化剂时，往往加入某种少量物质（一般少于催化剂量的10％
），这种物质对反应的影响很小，但能显著地提高催化剂的活性、稳定性或选择性。
如在铂催化下，苯甲醛氢化生成苯甲醇的反应，加入微量三氯化铁可加速反应。
　　③载体（担体）　在大多数情况下，常常把催化剂负载于某种惰性物质上，这种惰性物质称为载
体。
常用的载体有石棉、活性炭、硅藻土、氧化铝、硅胶等。
例如对硝基乙苯用空气氧化制备对硝基苯乙酮，所用催化剂为硬脂酸钴，载体为碳酸钙。
　　使用载体可以使催化剂分散，增大有效面积，既可提高催化剂的活性，又可节约其用量，还可增
加催化剂的机械强度，防止其活性组分在高温下发生熔结现象，延长其使用寿命。
　　④催化毒物对于催化剂的活性有抑制作用的物质，称为“催化毒物”或“催化抑制剂”。
有些催化剂对于毒物非常敏感，微量的催化毒物即可使催化剂的活性减小甚至消失。
　　反应物中含有的杂质（如硫、磷、砷、硫化氢、砷化氢、磷化氢）以及一些含氧化合物（如一氧
化碳、二氧化碳、水等）都可能造成催化剂中毒。
催化剂中毒现象有时表现为催化剂部分活性的消失，呈现出选择性催化作用。
如噻吩对镍催化剂的影响，可使其对芳核的催化氢化能力消失，但保留其对侧链及烯烃的氢化作用。
这种选择性毒化作用，生产上也。
]以加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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