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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可以简明地将“化工热力学”理解为是一门探讨物质平衡态的物理化学性质与能量转换原理的学问。
人类利用能源与资源的技术水平，在漫长的文明史上曾经维持在相当低的水平，直至产业革命才发生
了巨大转变。
大约在19世纪20年代，欧美学者们以化学热力学和工程热力学为基础，逐步形成了化工热力学这门学
科，把与物质的物理化学性质相关的知识与各种能量转换过程、循环和系统更紧密地联系起来，使人
们有可能更好地认识和把握物质与能量转换的规律，有力地推动了当时的科学与技术发展。
 人们广义地理解化学工程技术为“过程技术”——认为它是改变原料的状态、微观结构或化学组成的
各种物理化学的分离和化学反应（包括催化、电化与生化反应）、化学加工技术。
而所谓过程科学，则是其科学基础，主要研究涉及物质和能量转化与传递过程的共性规律。
以过程技术为基础而建立的产业部门包括化学品制造、石油炼制、冶金、建筑材料、合成材料、食品
、医药、制浆造纸以及军用化学品等工业。
然而这是传统的认识，今天看来，面对更为广泛的需求与背景，特别是能源问题日趋严峻的形势下，
需要调整对“化工热力学”的传统学科领域的界定。
本书以“流体与过程热力学”冠名即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希望本书不仅适应传统意义上的过程工业类
专业的需要，亦适应更宽领域（如热能工程类专业、能源或环境工程类专业）的需要。
 化工热力学本身的内容庞杂，所以无论是教材还是授课内容，体系结构的整合与简并，章节构成的合
理化都很重要。
本书基本构成分成上下两部分或两个阶段的学习内容：基础物性与工程热力学知识部分（第2章至第4
章）与化学热力学知识部分（第5章至第8章）。
总体上，力图理论部分与应用部分紧密结合，前后内容衔接融通，由简到繁，使知识体系的主线能简
明、清晰地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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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流体与过程热力学（附光盘）》基本构架分作两部分：第2章至第4章介绍基础物性与工程热力
学知识部分，第5章至第8章介绍化学热力学知识部分。
在第1章“绪论”里，主要介绍热力学的学科范畴与沿革发展；本课程的内容、应用与学习目的。
第2章“流体的pVT关系”讨论单组分流体和气体混合物的状态方程，这是热力学物性模型的基础。
第3章“流体的热力学性质：焓与熵”以剩余性质和偏摩尔性质的概念为基础，解决计算流体状态性
质的方法。
第4章“能量利用过程与循环”结合流动体系的热力学第一定律，介绍流体压缩与膨胀等热力过程，
以及动力循环、制冷与热泵和流体的液化。
第5章“过程热力学分析”则是从热力学第二定律，引出函数的概念，并讨论过程与系统的分析。
以第6章“流体热力学性质：逸度与活度”中建立起来的逸度与活度的热力学模型为基础，在第7章“
流体相平衡”中讨论汽液相平衡分析方法与数据检验方法，在第8章“化学平衡”中则讨论均相与非
均相流体的化学平衡分析方法。
　　《流体与过程热力学（附光盘）》附有思考题与习题供师生参考，附录给出了常用的热力学物性
数据和图表，而且在附属的光盘中给出了计算热力学物性软件Therm 6？
0。
　　《流体与过程热力学（附光盘）》可作为高等院校过程技术专业（如化工、石油与天然气、建材
、冶金、轻纺、电力、食品等专业）的本科课程和硕士课程的选用教材，亦可作为相关专业（如热能
工程类专业、能源或环境工程类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科研与技术人员的教材或参考书、工具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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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热力学（rrhermodynamics）是研究热现象中物质的状态转变和能量转换规律的学科。
它着重研究物质的平衡状态的物理、化学过程。
所以又称为“平衡热力学”（Equilibrium Thermod ynamics）。
关于对非平衡态过程的研究则涉及了时间因素作用下状态参数的变化，被称为非平衡热力学或不可逆
热力学。
热力学从大量经验中总结了自然界有关热现象的一些共同规律，特别是热力学第一定律表述了能量的
“量守恒”关系，热力学第二定律则从能量转换的特点——能量的“质不守恒”论证了过程进行的方
向和限度。
热力学以这两个定律作为其理论的基础。
所以它的方法和结论在几乎所有自然与工程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
但它不考虑物质内部的具体结构，不涉及变化的速度和过程的机理，因而只能说明宏观热现象；至于
深入到热现象的本质，则需要分子运动论（例如“分子物理学”和“统计物理学”）予以补充、说明
，并加以发展。
将热力学基本定律应用于化学领域，形成了化学热力学。
其主要任务是解决化学和物理变化进行的方向和限度，特别是对化学反应的可能性和平衡条件作出预
测。
其内容包括普通热力学、混合物理论、相平衡、化学平衡等部分。
热化学（Thermochemistry）是研究物理和化学过程中热效应规律的学科，是化学热力学的一部分。
基于热力学第一定律，在“卡计”中直接测量变化过程的热效应，是热化学的重要实验方法。
热化学数据（例如相变热、燃烧热、生成热等）在热力学计算中和工程设计方面具有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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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流体与过程热力学(第2版)》：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北京高等教育精品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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