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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提出“单元操作”的概念以来，以此为主要标志的现代化学工业获得了突飞
猛进的发展。
化工装置大型化赋予生产结构复杂化，许多装置互相连接，装置间互相作用、互相制约，装置中就存
在许多薄弱环节而增加了安全隐患。
因此，化工装置的安全性研究变得越来越重要。
化工装置大型化提升了生产加工能力，化工生产中的物料，大多就是能源和毒性源，动态的生产工艺
过程增加了物料外泄的危险性，化工安全设计与管理在化工生产中变得更加重要。
动态中的化工生产物料、设备与工艺，都存在程度不同的潜在危险性，对危险进行定性和定量评价，
并根据评价结果采取优化的安全措施是为重要。
当前，各类化工安全事故时有发生，造成大量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
普及化工安全知识，不仅必要而且迫切。
因此，在大学教育中必须重视化工安全知识的传授，在大学学习中必须了解化工安全的基本知识。
 　　目前，在大学化工背景的专业培养计划中，都有化工安全、化工环保方面的课程安排。
本书作为高等学校教材有其使用的背景。
本书有如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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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内容包括毒腐化学品安全、爆炸化学品安全、化工单元操作过程安全、化工装备安全、化工
安全分析与评价、化工公共安全与卫生以及化工环保技术等，力求充分反映化工生产过程和日常生活
中涉及化学化工安全方面的基本知识点。
对学生在有限时间内了解和认识化工安全常识、增强化工安全意识、保障自身和他人安全、促进社会
和谐具有一定意义。
　　本书适合作为普通高等院校化工、材料和环境等相关专业本科生的教材，也可供工厂企业中的相
关人员阅读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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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4.1.1　常见有机合成反应产物后处理策略　　有机合成反应到达终点后就应该将目标产物从反
应后的物料中尽快地分离出来。
反应后的物料通常是由目标产物、多余的原料、溶剂、催化剂及副产物组成。
一般来说，只要合成反应控制得好，反应的转化率往往是很高的，因此，产物中除了多余的原料、溶
剂外，目标化合物往往是主要成分。
分离时，首先应考虑回收未反应原料，这样不仅可以降低生产的成本，而且可以初步提纯产物；其次
要避免非目标组分（如溶剂、催化剂等）对分离过程带来的可能影响。
如果某种组分没有回收的价值，但在分离时可能对目标产物产生影响，则可以考虑将它消除掉（淬灭
掉）。
最后还要考虑从多种分离方法中选择一种简单有效的分离方法进行分离。
对于某一反应体系的分离，分离方法的选择首先应从体系各组分的物理性质上进行考虑。
这是因为说到底分离是利用各组成物质的特定的聚集形式的差异来分离的，一方面可以很方便地回收
原料、溶剂以及得到副产物，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其他化学物质的消耗，降低生产成本。
如果不能利用物理性质进行分离，则需要利用化学性质，有针对性地设计化学反应路线，将各组分转
化为易于分离的物质再进行分离。
分离后往往还需要进一步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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