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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化工工艺概论》从2002年出版至今已将近9年了。
期间该教材得到广大师生青睐，多次重印。
而化学工业的发展突飞猛进，尤其是我国的石油化学工业发展更快，到2010年，我国乙烯总生产能力
将达1702万吨，2008年～2010年两年间，年均增长率为23.72％，成为仅次于美国（2776万吨）的世界
第二大乙烯生产国。
乙烯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化学工业其他部门和行业的发展。
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稳定持续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为适应化学工业发展的需要，适应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需要，按照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目标要求
，结合多年来教学改革的实践，我们深感对原教材进行修订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本教材修订过程中，着重做了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按照教育部教高[2006]16号文件精神，经2009年5月《化工工艺概论》（第二版）编审委员会会议
制定教学基本要求和教学大纲要求。
依据会议要求本次修订保持第一版的主体框架结构。
“化工安全及三废处理”单独设章，以突出其在现代化学工业中的地位；“化学工业前沿与展望”一
章的相关内容分解在有关章节。
二、教材修订体现出高等职业教育特色的知识载体，每章开篇处设计“学习目标”，用于指导学生了
解本章或本节重点内容与学习要求。
各章后精心设计体现本章教学内容的开放性“综合练习”，促使学生明确学习本章内容的目的与意义
，带着任务去学习相关知识与技能。
每章后还设计了有关职业知识、技能训练的适量“复习思考题”，以有效实现学生职业技能的培养。
三、本书从多角度解读化工生产基本过程。
在第一版的基础上，增加了信息量、更新了内容、拓宽了视角，一～三级标题及重要专业名词增加了
英文对照，为教师组织课堂教学与学生自学提供思考空间。
全书共七章，主要内容有：化工生产过程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识；化工生产原料及产品网络；化工生
产过程工艺条件的选择和工艺流程的配置与评价；典型化工生产过程的原理与工艺；化工生产过程中
的安全与三废处理。
各章均有拓展性的综合练习材料。
本书由南京化工职业技术学院卞进发和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彭德厚共同主编，其中：第一章、第三
章由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彭德厚编写；第二章、第四章由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陈群编写；第五章
和第七章由南京化工职业技术学院卞进发和王一男编写；第六章由河北化工医药职业技术学院李永真
编写。
全书由卞进发统稿。
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各兄弟院校领导和老师们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感谢！
本教材由河北化工医药职业技术学院程桂花教授担任主审，并对教材的编写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付出
了艰辛的劳动，提出了十分宝贵的真知灼见，编者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本次修订是在本教材第一版基础上进行的，在此还要特别感谢第一版主编李贵贤教授，对第一版教材
结构框架的总体设计、编写思路的构思，为第二版的修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由于编者水平和条件所限，编写时间仓促，书中的疏漏之处，敬请专家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我们不
胜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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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第二版，在第一版基础上进行了全面修订，介绍了化工生产技术的基本知识、化工产品的资源
路线与产品网络、工艺条件选择、工艺流程配置与评价的方法及应用、典型化工过程及其生产工艺、
化工生产技术中的安全与“三废”处理相关技术。
全书共7章，以化工生产技术类各专业的共性为基点，介绍必需的应用知识；以工艺过程原理、工艺
条件选择和流程分析与配置为重点，理论联系实际，突出知识应用。
还介绍了化工生产过程中的安全与“三废”处理相关技术和化工过程物料衡算与热量衡算的基本方法
；各章分别给出了与内容相关的、拓展性的知识。
力求体现以生产过程为导向、以基础理论知识为载体、面向实际、引导思维、启发创新的原则。
    本书为高职高专化工生产技术类专业教材，也可作为化学和相关专业的化学工艺课程和化工企业职
工培训教材，亦可供本科院校学生及从事化工生产、科研与设计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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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盐水的过程　　五、离子交换过程的技术进展　本章小结　综合练习　复习思考题第六章　化工生
产工艺流程第七章　化工安全及“三废”处理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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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我国化学工业发展简史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化学工业起步较晚。
1942年，我国制碱专家侯德榜先生，成功发明了联碱生产氯化铵的新工艺——侯氏制碱法，这是我国
现代化学工业的开端，该法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工业意义。
由于战乱及各种因素的影响，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化学工业发展缓慢，几乎
停滞不前。
20世纪50年代，我国以无机酸、碱、盐为代表的无机化学工业虽然已初具规模，但结构不合理、工艺
落后、能耗较高、污染严重。
譬如，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通过引进离子膜法生产烧碱技术，逐渐取代落后的隔膜法；有机化
学工业主要还是以煤焦油和电石法生产乙炔为原料，而且在整个工业体系中所占的比重更是微不足道
。
20世纪60年代末期，以煤气化制半水煤气生产合成氨工艺在全国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每个县都建
设了一个小氮肥厂。
虽然小氮肥规模小、能耗高、成本高，但是它的意义在于彻底冲破国际上对我国的经济封锁，从根本
上改变了我国氮肥完全依赖于进口、农业生产徘徊不前的局面，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我国化学工
业的起步应该真正从这时才开始。
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我国相继开发了大庆油田、胜利油田等一大批油田，迅速地甩掉了贫油国的帽
子。
大油田的开发首先解决了交通运输业的燃料问题，其次是以石油和天然气为原料，生产包括基本有机
化工原料、合成氨和三大合成材料（塑料、合成橡胶、合成纤维）的化学工业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
形成了一个新型工业部门——石油化学工业。
它的产品品种、产量和产值后来居上，我国石油化工企业的产值和利税已远远超过其他化工企业的总
和，石油化工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产业之一，中石化和中石油已跻身世界500强企业。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一系列节能降耗的工艺流程不断涌现出来，促使产品成本
进一步降低，石油化工企业的利润大大提高。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相继进口了四套30万吨／年乙烯裂解装置，使乙烯裂解能力由原来的每年的十余
万吨一下子猛增到每年一百几十万吨，这才意味着我国真正开始进入石油化工时代。
至今，在原有装置的基础上，经改造、扩建、新建，已有数十套规模超过45万吨／年的大型乙烯裂解
装置，使我国有机化学工业已跃升到世界前列。
目前，我国化学工业需要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努力提高产品质量，节能减排，降低生产成本，搞好
环境保护，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培养大批的技术人才，积极走引进、消化、吸收、创新，重在创新上
下功夫的化学工业的发展路子，努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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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化工工艺概论(第2版)》：教育部高职高专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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