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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院校“十一五”规划教材·化工分离过程》主要阐述过程工业中物质分离与纯化的工程问
题，是应教育部化学工程与工艺特色专业建设而编写的一本面向高级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实践性较
强的教材。
　　全书供分10章，从分离过程的设计共性出发，详细地介绍单级平衡分离，多组分精馏，特殊精馏
，多组分吸收，萃取，多级分离的严格计算，吸附，结晶，膜分离和分离过程的节能等内容。
各章均附有例题和习题，以利于对《高等院校“十一五”规划教材·化工分离过程》内容的理解和运
用。
　　《高等院校“十一五”规划教材·化工分离过程》具有针对性和实用性的特点，内容丰富，重点
强调了分离过程的计算和装置的设计。
　　《高等院校“十一五”规划教材·化工分离过程》适用于高等院校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及相近的
专业，也可供化工领域中从事科研、设计和生产的科技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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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　多组分精馏与特殊精馏　　在生产实践中所遇到的精馏过程，大多数是处理多组分溶液。
因此，研究多组分精馏过程和设计方法更具有实际意义。
　　本章首先从多组分精馏与二组分精馏的对比上，分析多组分精馏的特点。
对二组分精馏来说要使进料达到某。
分离要求，存在着最小回流比和最少理论塔板数两个极限条件。
若采用的条件小予最小回流比或最少理论塔板数，则不可能达到规定的分离要求。
对多组分精馏的设和操作来说，这两个极限条件同样是很重要的。
此外，这两个极限条件还常被用来关联操作回流比和所需理论塔板数，成为简捷法（FUG
，Fehske-Underwood—Gilliland）计算的基础。
　　在化工生产中常常会遇到一些混合液，其需要分离的组分相对挥发度接近子1，或等于1。
前者虽然可以用普通精馏进行分离，但需要的理论乎衡级相当多，回流比较大，经济上不够合理；后
者能形成共沸物，甩普通精馏不能使溶液分离成操作共沸物组成的产品。
因此、需要采用特殊的方法改变它们的相对挥发度，才能用精馏方法经济合理地将它们分离，这种分
离方法成为特殊精馏。
特殊精馏可分为萃取精馏、共沸精馏、加盐精馏、反应精馏等，本章将重点介绍这几种特殊精馏的分
离过程。
　　3.1　多组分精馏的筒捷计算过程分析　　在双组分精馏中、可以根据进料组成和分离要求计算理
论板数，而在实际生产中更多遇到的是多组分溶液的精馏过程。
因此，应更好地了解多组分精馏的特点，建立多组分精馏与二组分精馏的共性问题，如求精馏的理论
板数，需要知道组分的分离要求（塔顶和塔底产品的组成）。
因此，在多组分精馏的简捷计算过程中，采用物料衡算方程确定塔顶和塔底产品组成，然后讨论多组
分精馏设计和操作的两个极限条件——最小回流比和最少理论塔板数，这三种计算是多组分精馏过程
简捷计算法的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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