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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学是以追求和传播真理为目的，并为社会文明进步和人类素质提高产生重要影响力和推动力的教育
机构和学术组织。
1953年，为适应国民经济和石油工业发展需求，北京石油学院在清华大学石油系并吸收北京大学、天
津大学等院校力量的基础上创立，成为新中国第一所石油高等院校。
1960年成为全国重点大学。
历经1969年迁校山东改称华东石油学院，1981年又在北京办学，数次搬迁，几易其名。
在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征程中，几代石大人秉承追求真理、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在曲折中奋进，在奋
进中实现了一次次跨跃。
目前，学校已成为石油特色鲜明，以工为主，多学科协调发展的“211工程”建设的全国重点大学。
2006年12月，学校进入“国家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高校行列。
学校在发展历程中，有着深厚的学术记忆。
学术记忆是一种历史的责任，也是人类科学技术发展的坐标。
许多专家学者把智慧的涓涓细流，汇聚到人类学术发展的历史长河之中。
据学校的史料记载：1953年建校之初，在专业课中有90％的课程采用前苏联等国的教材和学术研究成
果。
广大教师不断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并深入石油厂矿进行学术探索。
到1956年，编辑整理出学术研究成果和教学用书65种。
1956年4月，北京石油学院第一次科学报告会成功召开，活跃了全院的学术气氛。
1957～1966年，由于受到全国形势的影响，学校的学术研究在曲折中前进。
然而许多教师继续深入石油生产第一线，进行技术革新和科学研究。
到1964年，学院的科研物质条件逐渐改善，学术研究成果以及译著得到出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科学研究被提到应有的中心位置，学术交流活动也日趋活跃，同时社会科
学研究成果也在逐年增多。
1986年起，学校设立科研基金，学术探索的氛围更加浓厚。
学校始终以国家战略需求为使命，进入“十一五”之后，学校科学研究继续走“产学研相结合”的道
路，尤其重视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
“十五”以来学校的科研实力和学术水平明显提高，成为石油与石化工业的应用基础理论研究和超前
储备技术研究以及科技信息和学术交流的主要基地。
在追溯学校学术记忆的过程中，我们感受到了石大学者的学术风采。
石大学者不但传道授业解惑，而且以人类进步和民族复兴为己任，做经世济时、关乎国家发展的大学
问，写心存天下、裨益民生的大文章。
在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石大学者历经磨难、不言放弃，发扬了石油人“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的
优良作风，创造了不凡的学术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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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胶体化学、界面化学和石油化学的角度出发，对石油乳状液研究所涉及的乳状液基本理论，实
验方法，石油和石油产品的乳化，石油乳状液的界面性质，石油中天然乳化剂，采油过程中添加的化
学剂对石油乳状液的形成、稳定性的影响规律，以及作者过去20年的主要研究成果进行了较系统的介
绍和讨论。
    本书可作为从事石油乳状液研究、石油开采、储存、运输、加工及环境保护的科学工作者、工程师
和管理人员的参考书，也可作为大学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的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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