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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食品工程原理(第2版)》以传递的原理来研究食品工业常见的单
元操作，在保持和强调基本原理的同时兼顾食品工业的特点，适当吸收近年来发展迅速的新单元操作
，以体现当今食品工程发展的风貌。
同时注意介绍处理工程问题的方法，如数学模型法、因次分析法、经验和半经验模型法等。
为此，对一些原理上尚不成熟，工业生产中主要以经验做处理的操作予以简化或舍去，对一些主要为
技术性介绍的内容也作了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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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冯骉，1989年法国国立高等食品工业学校（ENSIA）获博士学位，1990—1992年法国ARD公司博士后研
究。
现为江南大学食品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7—2011年全国工程教育认
证专家委员会委员，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工程教育认证试点工作组副组长。
主讲食品工程原理、化工原理课程，1997年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食品工程原理》2008年被评
为“江苏省精品课程”，2009年被评为“国家精品课程”。
2005年被评为江苏省教学名师。
主持或主要参加教育部重点科研项目、江苏省高新技术、“863”项目、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等科研项目，编写出版食品工程单元操作方面的教材多部，其中《食品工程原理》2005
年被评为江苏省高等学校精品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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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一、吸附的基本概念 （一）吸附的原理 吸附过程是使流动相与多孔固体颗粒接触
，使流动相中一种或多种组分被吸附于固体颗粒表面，以达到分离的过程，属于传质分离过程的一种
。
在吸附过程中，固体颗粒称为吸附剂，被吸附在固体颗粒表面上的物质则称吸附质。
多孔介质的比表面积常达500～1000m2／g。
流动相可以是气体或液体，而气体吸附在食品工业中应用较少，故本节主要讨论液体吸附。
 吸附过程多发生在多孔介质的孔壁或粒子内部的特定部位，分离的机理是不同分子间在相对分子质量
、分子形状或分子极性方面的差别使某些分子比其它分子更牢固地依附在壁上。
在许多情况下可以达到相当完全的分离。
 在气一固吸附中，从空气和其它气体的混合物中吸附气体时，一般空气不被吸附。
而在液一固吸附中，通常溶剂本身也被吸附。
在电解质溶液中还可能吸附离子。
因此，液体吸附远比气体吸附复杂。
 由于电场的作用，离子很容易被带异性电荷的吸附剂所吸附，这种吸附称为极性吸附。
在极性吸附中，吸附剂与溶液之问还发生离子交换，称为交换吸附。
这些现象使溶液中的吸附过程变得十分复杂。
 固体物质表面之所以有吸附能力，是由于处在相界面上的分子受到的吸引力不平衡。
这一不平衡使表面分子具有与内部分子不同的性质。
内部分子所受的分子吸力在各方向上是相等的，而表面分子所受的吸力不相等。
如果吸力的合力指向相的内部，则相表面便表现出收缩的能力，能够吸附与它接触的另一相中的分子
。
这种由分子间的引力引起的吸附称为物理吸附。
由于分子间的引力又称范德华力，故物理吸附又称范德华吸附。
 物理吸附可以在吸附剂的表面形成单分子或多分子的吸附质层。
由于吸附剂与吸附质之间不发生化学反应，因此物理吸附无选择性。
除表面的状况外，吸附剂本身的性质不起作用。
物理吸附过程很快，相际平衡在瞬间完成。
吸附时放出热量，称为吸附热，其数量级与凝固热相同，一般不大。
在物理吸附中，吸附极易从固体表面解吸（特别是在升温时），而不改变原来的性状。
因此，物理吸附一般是可逆的。
 如果吸附剂与吸附质之间发生某种作用，生成某种结合物，就称为化学吸附，或活性吸附。
化学吸附生成的结合物是一种表面吸附物，仍留在晶格上。
化学吸附时，吸附质在吸附剂表面形成一单分子薄层，吸附进行得很慢，达到平衡所需的时间很长。
化学吸附发生需要活化能，即以温度、光的作用为活化条件。
化学吸附的吸附热比物理吸附大得多，接近一般化学反应热。
化学吸附有选择性，结合物的结合力强，解吸过程相当困难，一般是不可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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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食品工程原理(第2版)》由冯骉编著。
食品工程包含的单元操作诸多，不可能也无必要逐一讨论。
食品工程原理作为一门基础技术课程，与化工原理有许多相似之处。
然而，作为面向食品工业的课程，它也有自身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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