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水系统集成优化>>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水系统集成优化>>

13位ISBN编号：9787122134141

10位ISBN编号：7122134148

出版时间：2012-5

出版时间：化学工业出版社

作者：冯霄

页数：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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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系统集成优化>>

前言

　　《水系统集成优化》的第一版于2008年1月正式出版，受到了来自国内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和企业
的广泛关注。
在化学工业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该书于2010年10月获得了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所颁发的“中
国石油和化学工业科学技术奖科技进步一等奖”。
　　随着水系统集成技术的发展和我们研究工作的拓展与深入，希望为读者系统地介绍水系统集成优
化的技术前沿和最新进展。
因此，在该书第一版的基础上，我们进行了补遗、修订和撰写工作，并调整了部分章节的内容编排，
特别是在改进极限水侧形的水网络优化、多水源直接回用和再生循环水系统目标和网络确定、总水网
络合成、间歇用水网络的集成以及循环水系统的最优设计等方面进行了有益扩充，使得水系统集成理
论、方法与应用的体系和内容更加完整，主要内容也从第一版的13章扩充到了第二版的16章，汇集成
了《水系统集成优化》第二版。
　　本书力图从图示法和数学规划方法两个方面系统阐释水系统集成与优化技术的优化原理和计算技
术，使读者能够理解和掌握水系统集成技术的基本原理和应用方法。
在介绍了各种优化方法之后，都辅以相应的实例或工程案例来详细阐明其工程应用。
因而，本书不仅可以作为水系统集成优化的教科书，还适用于入门研究、工业实践和继续教育的课程
。
　　《水系统集成优化》第二版的具体结构如下：　　第1章介绍了水资源的利用现状和水系统集成
的主要方法与技术。
　　第2章阐述了水系统集成方法中涉及的基本概念，为读者顺利理解水系统集成理论和方法提供帮
助。
　　第3章阐述了水夹点方法在单杂质水系统优化中的应用，重点补充了极限水侧形改进的优化方法
以及多水源网络目标的确定和网络的设计方法。
　　第4章阐述了单杂质废水再生循环水系统的水夹点法，补充了改进的问题表法以确定多水源再生
循环水网络的目标值，阐述了总水网络的合成方法。
　　第5章阐述了单杂质废水再生回用水系统的水夹点法。
　　第6章阐述了多杂质废水直接回用水系统的最优常规水网络设计方法，并着重介绍了水网络结构
的简化、水网络结构的柔性和考虑不确定性的水系统集成方法。
　　第7章阐述了多杂质废水再生循环的最优常规水网络设计方法。
　　第8章阐述了多杂质废水再生回用的最优常规水网络设计方法。
　　第9章系统地阐述了具有中间水道的水网络的集成和优化方法。
　　第10章介绍了通过改变工艺进行节水减排的方法，以及通过图像进行表征的方法。
　　第11章通过炼油、化工、冶金、造纸和食品行业水系统优化的实例，阐述了水系统集成优化方法
在工业中的应用。
　　第12章阐述了间歇用水系统集成优化的方法，重点介绍了中央储罐、中央废水处理和间歇操作周
期的优化方法。
　　第13章以市政用水系统优化为例，阐述了半连续的间歇用水系统优化方法。
　　第14章介绍了作为能量载体的用水系统优化，着重阐述了循环冷却水系统的优化方法。
　　第15章考虑水系统的能量性能，介绍了在水系统集成时综合考虑能量性能的优化方法，重点阐述
了水系统与能量系统同步优化的多目标规划数学方法。
　　第16章简要介绍了目前现有的废水再生处理技术。
　　在第一版的基础上，本书第二版的作者分工如下。
　　第1章：刘永忠、冯霄；　　第2章：冯霄；　　第3章：冯霄、邓春；　　第4章：冯霄、邓春；
　　第5章：冯霄；　　第6章：冯霄，刘永忠，沈人杰；　　第7章：冯霄；　　第8章：冯霄；　　
第9章：冯霄，刘永忠，沈人杰；　　第10章：冯霄；　　第11章：冯霄；　　第12章：刘永忠；　　
第13章：刘永忠；　　第14章：冯霄、沈人杰；　　第15章：冯霄；　　第16章：王黎；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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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永忠、沈人杰。
　　第二版全书由冯霄和沈人杰统稿。
本书第二版的撰写还得到了李冠华硕士、雷哲硕士和董伟硕士等同学的帮助，特此致谢。
　　本书的工作还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耦合传递过程的归一化系统集成理论及其应用研
究”（20936004）的资助，在此表示感谢。
也恳请读者对本书的第二版提出宝贵意见。
　　著者　　2011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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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介绍了水系统集成的理论、方法及应用。
介绍了单杂质水系统基于图示法的水夹点技术和常规水网络的废水直接回用系统的数学规划方法，并
给出了考虑网络结构、网络柔性及不确定性等因素时的集成策略。
阐述了具有常规水网络的废水再生循环和再生回用系统的优化方法。
详细阐述了具有中间水道的水网络结构的水系统集成优化新方法，并给出了废水直接回用系统、废水
再生循环系统和废水再生回用系统的数学规划方法以及调优策略。
通过水夹点图分析了如何合理设置节水工艺以取得进一步节水减排效果的方法。
结合作者的理论研究与工业实践，给出了八个水系统集成优化的工业应用实例。
作者还将水系统集成技术应用于市政用水网络的集成优化中。
阐述了考虑作为能量载体的蒸汽和循环冷却水的节约方法；阐述了水系统与能量系统同步优化的多目
标规划数学方法和实例分析方法。
最后简要介绍了一些典型的废水再生或处理技术。

本书不仅可作为工程技术人员节水减排的参考书，也可作为化工、环境和土木及其相关专业学生的教
材。

读者对象:
本书不仅可作为工程技术人员节水减排的参考书，也可作为化工、环境和土木及其相关专业学生的教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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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水系统集成优化：节水减排的系统综合方法（第2版）》不仅可作为工程技术人员节水减排的
参考书，也可作为化工、环境和土木及其相关专业学生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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