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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以国内“化学工业出版社”，“石油工业出版社”，“中国石化出版社”为主体的出
版单位，以“化工”，“石油化工”概论，导论，基础等名义出版的图书不下几十种。
随着石油化工、煤化工和能源化工等领域的飞速发展，为了适应时代发展的步伐，作者认为有必要重
写一本《石油化工概论》以满足市场上对此类图书经久不衰的需求。
 本书既是一本教材，又是一本高级科普读物，采用系统工程的理论与方法，从全局的角度审视各分支
学科的内在联系，从学科的发展与工艺生产过程的改进出发，通过提纲挈领、举一反三、由浅入深、
深入浅出地对各章节既系统完整地，又有区别地加以论述，从而使本书循序渐进、通俗易懂、便于自
学，让读者花尽量少的时间和精力获得更多有用的知识。
本书不是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但是却能帮助读者快速进入感兴趣的领域，再进一步查阅各种工具书
，快速获取自己所需要的知识。
 本书特别重视对科学技术术语定义的介绍，由于立场、观点和学科特点的不同，对同一术语可以给出
不同的定义。
不过，由于学识的差异、对问题深度和广度理解上的不同，对交叉学科和相关学科知识掌握程度的不
同，使术语定义的水平参差不齐。
而科学技术术语定义的水平直接影响人们对科学技术术语的理解和掌握，因此，作者通过查阅大量文
献资料，通过比较选出最为合适的科学技术术语定义。
 本书的19个章节是一个整体，中心思想是通过作者提纲挈领式的介绍使读者对石油化工有一概要了解
，并对读者的工作有所帮助。
在绪论中只讲述石油化工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以期引起读者的注意和重视；接着再重点介绍石
油化工与能源、环境的关系，使读者对国内外能源和环境的现状和相关政策有一概要了解。
 从第2章到第14章，本书将沿着石油化学工业的发展沿革分别介绍无机化工、有机化工、石油炼制、
乙烯裂解、高分子化工、精细化工、生物化工的概貌，并单独编写了新材料化工、现代煤化工和天然
气化工，重点介绍最新相关内容。
本书的第15章从全局的角度介绍化工生产中最核心的问题——化学反应。
第16章从工程的角度深入浅出地介绍与化学工业、石油化学工业产品生产密切相关的基础理论知识。
第17章介绍化工生产过程中使用的主要生产设备。
第18章介绍化工生产过程模拟与优化。
本书的最后一章，向读者介绍石油化工企业的现代化管理。
 本书的两名作者长期从事该领域的教学、科研与生产工作，有良好的国外留学背景与从事国际学术交
流合作经验,熟悉该领域的发展沿革、学科重点、难点、前沿及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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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提纲挈领地介绍了无机化工、有机化工、石油炼制、乙烯裂解、高分子化工、精细化工、新
材料化工、生物化工与制药、现代煤化工、天然气化工；并涉及化学工业和石油化学工业产品生产的
基础理论知识，包括化学反应、化学热力学、化学动力学、工业催化剂的应用、单元操作与单元过程
、“三传一反”规律与化学工程的基本常识；以及主流产品的分类与性质、生产方法与工艺、生产过
程原理、产品的应用等方面，是一本高级科普教材和教学用书。

　　本书为高等院校非化工类相关专业教材，也可供石化企业从事教学、科研、设计和管理人员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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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1.2.2能源的分类和利用按能源的基本形态分类，有一次能源和二次能源之分。
一次能源又称天然能源，是指自然界中以原有形式存在的、未经加工转换的能量资源。
主要包括化石燃料（如煤炭、石油、天然气等）、核燃料、生物质能、水能、风能、太阳能、地热能
、海洋能、潮汐能等。
二次能源（人工能源）是指由一次能源直接或间接转换成其他种类和形式的能量资源，例如：电力、
煤气、汽油、柴油、焦炭、洁净煤、激光和沼气等能源都属于二次能源。
为了进一步加深对能源可利用性的认识，人们对一次能源又进一步加以分类。
凡是可以不断得到补充或能在较短周期内再产生的能源称为可再生能源，反之称为不可再生能源。
风能、水能、海洋能、潮汐能、太阳能和生物质能等是可再生能源；煤、石油和天然气等是不可再生
能源。
地热能基本上是不可再生能源，但从地球内部巨大的蕴藏量来看，又具有可再生的性质。
核能的新发展将使核燃料循环而具有增殖的性质。
核聚变能比核裂变能高出5～10倍，核聚变最合适的燃料重氢（氘）大量存在于海水中，可谓“取之不
尽，用之不竭”。
因此，核能将是未来能源系统的支柱之一。
通过上述讨论，我们知道作为石油化工的生产原料煤、石油和天然气属于不可再生的一次能源，储量
有限，将来总有耗尽的一天，同样，以它们为原料生产的产品也有耗尽的一天。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用可再生能源替代不可再生能源。
也就是说用可再生的清洁能源、绿色能源、新能源替代不可再生能源。
那么什么是清洁能源呢，根据百度百科的介绍：清洁能源是不排放污染物的能源，包括核能和“可再
生能源”。
绿色能源也称清洁能源，是环境保护和良好生态系统的象征和代名词。
它可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概念。
狭义的绿色能源是指可再生能源，如水能、生物能、太阳能、风能、地热能和海洋能。
这些能源消耗之后可以恢复补充，很少产生污染。
广义的绿色能源则包括在能源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中，选用对生态环境低污染或无污染的能源，如天然
气、清洁煤和核能等。
石油化工产品在加工、生产和利用过程中，必然要使用一次能源和二次能源，使用一次能源和二次能
源必然会排放温室气体二氧化碳。
石油化学工业产品在生产、加工和使用过程中，所排放的废气、废液、废渣，即通常所说的“三废”
，给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
石油化学工业是一把既造福人类又同时给人类带来了灾难的双刃剑。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所造成的温室效应给气候带来的变化。
据预测，在21世纪，每10年气温将升高0.3℃，同时，海平面每10年将上涨6cm。
为了全面控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以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给人类经济和社会带来的不利影响，
必须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减少人为活动对气候系统的危害，减缓气候变化，增强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
的适应性，确保粮食生产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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