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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教材是南京工业大学化工原理教研室结合国家精品课程建设，总结《化工原理》(第二版)教材使用
五年来教学实践的基础上修订再版的。
这次再版编者向同行及学生征询意见，认为第二版教材满足教学要求，故第三版教材在内容上保留了
第二版教材的特点，只对少量文字或公式表达作了修订。
为了指导学生复习，在大纲规定的各章内容介绍后，添加了“复习思考题”。
 在内容已定的前提下，教材编写过程中，一方面注重优化学生的知识、能力和素质，另一方面注重如
何指导学生学习好本课程。
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教师往往把重点放在提高学生的计算能力上，无论是布置作业、考试或通过习
题课作解题分析，大体都是围绕着解题方法开展，有忽视基本概念的倾向，当时有一种说法，“概念
寓于计算题中”。
这说法对不对呢？
编者在许多年前做过一次试验。
期中考试试卷计算题占50％，是非题占25％，简答题占25％。
考试结果令人惊讶，计算题正确率高达85％，是非题正确率只达到50％，简答题往往未答中要点。
此外，在一次研究生的面试中，教师请考生把管流的λ～ε／d～Re图画出定性示意图，结果学生在
黑板上乱画一通。
由此使编者想起了时钧院士常讲的一句话：“教化工原理，既要注重基本概念，又要注重计算方法”
。
并感到，只强调计算方法是不全面的，还应加强对概念的理解。
 当前的全国工科化工原理试题库已经在均衡概念与计算两方面跨出了一步。
试题库中设置了选择题、填空题、简答题等非计算类型的题型，就是加强对基本概念的考核。
为了指导学生对概念的理解与掌握，编者在第三版教材中增加了“复习思考题”。
有的思考题只问一个概念，不必计算，但有的思考题须经计算才能给出定量结果。
这也可谓“寓计算于思考题中”，复习思考题与计算题是互补的。
这些复习思考题并非各章知识点的罗列，也没有全面覆盖各章的内容，只是点出各章的重点，提醒学
生注意基本概念并重视计算与分析方法。
 本书由(南京工业大学)管国锋、赵汝溥主编。
各章编写人员有赵汝溥——绪论、流体流动、流体输送机械、颗粒流体力学基础与机械分离、塔设备
，管国锋——传热及换热器、固体干燥、吸附、附录，李新（南京林业大学）——蒸发，居沈贵(南京
工业大学）——气体吸收，武文良(南京工业大学)——液体蒸馏，顾正桂、林军(南京师范大学）——
液液萃取，徐南平、邢卫红(南京工业大学）——膜分离技术。
同时感谢南京工业大学化工原理教研室的同事在本书修订再版工作中给予的帮助。
 前言之末，令人想起几句老话：“编者智浅才疏，书中谬误之处难免，还望读者不吝赐教。
”此言因常见，不免有客套之嫌，但却恰恰表达了编者的心意，故沿用之，因编者认识到，读者的宝
贵意见永远是教材建设的推动力。
 本书另配有习题解，有需要者可与编者联系。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化工原理>>

内容概要

本书为教育部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2005年江苏省高等学校精品教材。
 　　本书介绍化工及其相近工业生产中常见“单元操作”的原理、设备和工艺计算方法，以及必需的
流体流动、传热和传质学基础知识。
全书以全国高校化工原理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制订的“化工原理课程教学基本要求”为依据，编有流
体流动、流体输送机械、颗粒流体力学基础与机械分离、传热及换热器、蒸发、气体吸收、液体蒸馏
、塔设备、液液萃取及固体干燥等章。
此外，根据科技应用情况，还编入吸附与膜分离技术两章。
本书重视物理概念，强调方法论，注重教学法，注意对学生工程观点和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化工类及相关专业的本科教材、高职教育及培训教材，也可供相关部门的生产
、设计、研究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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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1章　流体流动1.1 概述1.1.1　流体及其特征固态物质的分子或离子是有固定晶格位置的，当
固体（刚体）运动时，其内部分子或离子间的相对位置不变。
然而，气体与液体却不同，运动时内部分子间会发生相对运动。
人们把运动时物质内部各部分会发生相对运动的特性称为流动性，并把气体与液体统称为流体。
流体有一个不同于固体的明显的特征，即静止流体不能承受剪应力。
由固体力学可知，固体在剪切力作用下会发生形变。
若形变在弹性形变范围内，由弹性形变产生的弹性恢复力与外加的剪力相抗衡，而且，一旦外力消失
，物体可恢复原状。
这就是说，静止固体可承受剪应力。
然而，流体却不同，只要有剪应力存在，流体就会形变，并且无恢复原状的能力。
流体连续不断的形变就形成流动，可见，静止流体没有承受剪应力的能力。
此外，静止流体亦不能承受张力，只能承受压力。
流体流动问题在化工过程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这不仅因为所处理的物料大多数是流体，而且由于流
体有便于输送、处理、控制及连续操作的优点，所以，即使所处理的物料是固体，亦往往把固体物料
制成溶液，或把固体破碎成小颗粒悬浮在流体中呈“流化”态进行操作，或将固体物料转化成另一流
体物质参与反应。
由块煤制成煤气供燃烧用比直接烧块煤所体现的优越性足以说明这问题。
正由于流体流动现象的普遍性，对流体流动规律的研究便成为对各单元操作探讨的基础。
1.1.2　连续介质模型流体由分子组成，分子的体积很小，即使是少量物质往往包含的分子数仍相当多
。
例如19水包含的水分子数高达3.35×1022个，而且，每个分子都在作永不休止、无规则的热运动。
如果把流体受力及其宏观运动规律的研究建立在对个别流体分子行为研究的基础上，将会遇到无法逾
越的困难。
但是，人们早已发现，流体有许多能被仪器测出甚至能被人们感觉到的性质，如流体的温度、流速、
压强等。
这些物理量是大量分子微观运动的统计平均的宏观性质，而且，恰恰是这些宏观性质才是生产、科研
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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