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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由马沛生主编的《化工热力学教程》是一本比较精练的化工热力学教材。
在不削弱有关流体pVT关系、纯物质（流体）的热力学性质、均相混合物热力学性质、相平衡、化工
过程能量分析、压缩、动力循环与制冷循环、反应热、反应平衡常数及其计算、物性数据的估算等主
干内容的前提下，力求通过与应用的结合使抽象的概念更易理解，并在本书的最后两章中结合化工热
力学的应用与发展作出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和总结。
　　《化工热力学教程》可供化学工程与工艺、环境工程、应用化学等专业学生使用，特别适用于化
工热力学少学时或先导课程为物理化学少学时的化工热力学课程教学。
也可用作工程硕士的教材，还可供化工企业、设计院及研究院的科技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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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40年前后国外有几本重要的化工热力学专著出版，这表达了化工热力学学科基本成熟，虽然其
主要内容在不断丰富，但大致已定型。
　　化工热力学也包括热力学第一定律和热力学第二定律，但与物理化学或化学热力学不同，化工热
力学不只限于讨论系统与环境只有能量交换而没有物质交换的体系，即要涉及敞开体系，并讨论与环
境有物质交换的情况。
在物理化学中，通过热力学第二定律导出了一批热力学函数，也初步讨论了其在化学平衡及相平衡中
的应用，也延伸到逸度、活度及Gibbs（吉布斯）自由能这些概念。
在化工热力学中进一步利用这些函数的数学模型，给出相平衡条件与各相组成间的关系，在解决化学
工业中组分分离极限的同时，也奠定了分离操作的相平衡理论基础，并扩大了热力学的使用范围。
此外，化工热力学也包括了在化工中广泛使用的有关工程热力学的内容，其中主要有压缩、冷冻和过
程热力学分析。
　　总之，化工热力学是在基本热力学关系的基础上，重点讨论能量关系和组成关系。
能量关系要比物理化学中简单的能量守恒有很大扩展，例如包括流动体系能量守恒，温度、压力改变
时焓变的计算，压缩、冷冻过程的能耗。
在组成计算中，包括化学平衡及相平衡组成的计算及预测，后者更复杂些。
在相平衡的计算中，化工热力学要面对各种不对称体系（极性及分子大小的差异），也要能解决高压
、高温条件下相平衡计算。
在化工热力学计算中，声VT关系、逸度、活度等都是必不可少的&ldquo;工具&rdquo;，而使用这些工
具解决实际问题时又常常需要一些经验或半理论的模型，因此在化工热力学课程中必须对这些概念与
模型从理论到计算进行更多的讨论。
　　化工热力学还有一些分支，其中之一是化工数据，包括化工数据的测定、收集、评价、关联及估
算，以适应由于化合物品种极其繁多所导致的数据缺乏而难于运用关系式计算的困难。
另一分支是环境热力学，它包括化学品在大气、水体、固体物（废渣或土壤）中的分布，除个别问题
外，主要是相平衡。
这两个分支在化工热力学中还只是辅助的内容，在本书中只作了一些简要的介绍。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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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目前各高校安排化工热力学课程的教学学时数一般为32～64学时，而常用的教材大都是按64学时
安排的，因此少学时(指32学时左右)的学校使用这些教材有一定的困难，而由马沛生主编的《化工热
力学教程》是按32～48学时编写的。
另外，本书还考虑先导课程(物理化学)少学时的情况，对于这样的学生也需要有不一样的化工热力学
教材。
由于本书更强调化工热力学的应用，因此也适合工程硕士使用。
其主要内容为能量计算和组成计算，前者主要是不同温度、压力下的焓变和冷冻计算，后者主要是相
平衡和化学平衡，作为共同的基础是pVT及热力学过程性质，延伸的内容是物性数据的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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