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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学校教材：化工设备机械基础（第4版）》为第四版，根据最新的国家标准，对本书第三
版进行了修订。
内容分为力学基础、压力容器、典型化工设备三篇。
主要介绍板壳力学基础理论，金属材料的基本知识，中、低压力容器和典型化工设备的强度计算方法
、结构设计、有关的标准和规范等。
配有习题、例题、内容实用，讲述深入浅出，便于自学。
　　《高等学校教材：化工设备机械基础（第4版）》为化工工艺专业及环保、制药等相关专业使用
的综合性机械基础课程教材，也可供相关专业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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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6.7.4 蠕墨铸铁 1486.7.5 可锻铸铁（GB 9440—2009） 1506.7.6 高硅耐蚀铸铁（GB/T 8491—2009）
1526.7.7 耐热铸铁（GB 9437—2009） 1536.7.8 铸铁用于压力容器时的规定 1576.8 铜及铜合金 1576.8.1 加
工铜 1576.8.2 加工黄铜 1576.8.3 青铜 1586.8.4 白铜 1596.8.5 铸造铜合金 1596.8.6 铜及铜合金用于压力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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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1.6 焊接接头系数φ 2098.2 内压容器筒体与封头厚度的计算 2108.2.1 内压圆筒的五种厚度及其确定
方法 2108.2.2 内压凸形封头厚度计算 2138.2.3 内压锥形封头厚度计算 2178.2.4 平板形封头 2218.2.5 计算
厚度的通用式 2238.3 在用压力容器的强度校核 2238.3.1 在用压力容器强度校核的原则 2238.3.2 强度校核
的思路、公式和举例 2238.3.3 在用压力容器的许用内压表 2258.4 容器筒体与封头的尺寸和质量 2278.4.1 
圆柱形筒体的容积、内表面积和质量 2278.4.2 标准椭圆形封头的容积、内表面积和质量 2288.4.3 锥形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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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实例 2429.1.1 稳定的概念 2429.1.2 “稳定”问题实例 2429.2 外压圆筒环向稳定计算 2439.2.1 临界压力
的计算 2439.2.2 材料的σ.ε曲线（即R.A曲线）在稳定计算中的应用 2459.2.3 许用外压的计算 2479.3 封
头的稳定计算 2549.3.1 外压球壳与凸形封头的稳定计算 2549.3.2 外压带折边锥形封头的稳定计算
2579.3.3 防止内压凸形封头失稳的规定 2599.4 真空容器加强圈的计算 2599.4.1 真空容器加强圈所需最小
截面惯性矩的计算 2609.4.2 真空容器加强圈实际提供的截面惯性矩的计算 2629.5 压杆稳定计算简介
2659.5.1 理想压杆的临界载荷 2659.5.2 临界应力欧拉公式的适用范围 2669.5.3 柔度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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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孔蚀是破坏性和隐患最大的腐蚀形态之一。
它使设备穿孔破坏，而失重却只占整体结构的很小百分数。
检查蚀孔常常是困难的，因为孔既小，又通常被腐蚀产物遮盖，蚀孔的出现需要一个诱导期，但长短
不一，有些需要几个月，有些则要一年或两年。
蚀孔将会在设备的哪些部位出现，怎样定量估价孔蚀的程度等都难以通过实验室来试验和检测，所以
设备的穿孔破坏往往可能突然发生。
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从实践的观点来看，容易钝化的金属或合金，如不锈钢、铝和铝合金、钛和钛合金等在含有氯离子的
介质中经常发生孔蚀。
碳钢在表面的氧化皮或锈层有孔隙的情况下，在含氯离子的水中也会出现孔蚀现象。
总的来说，普通钢比不锈钢耐孔蚀能力高，例如用海水作冷却介质的冷凝器管子，如果用碳钢代替不
锈钢，虽然碳钢的全面腐蚀较不锈钢大得多，但却不会发生由孔蚀引起的迅速穿孔。
 此外，实践还表明，孔蚀通常发生在静滞的液体中，提高流速会使孔蚀减轻。
例如，一台打海水的不锈钢泵如连续运转，使用很好，但如停用一段时间，就会产生孔蚀。
 前面谈到的防止缝隙腐蚀的方法一般也适用于防止孔蚀。
在不锈钢中增加钼，可以提高钢在含氯离子介质中的抗孔蚀能力。
当然，如果工艺条件许可，尽量降低介质中氯离子、碘离子的含量，也会有效减小孔蚀。
 （6）晶间腐蚀 晶间腐蚀也是一种常见的局部腐蚀。
腐蚀是沿着金属或合金的晶粒边界和它的邻近区域产生和发展，而晶粒本身的腐蚀则很轻微，这种腐
蚀便称为晶间腐蚀。
这种腐蚀使晶粒间的结合力大大削弱，严重时可使材料的机械强度完全丧失。
例如遭受这种腐蚀的不锈钢，表面看来完整无损，但一经敲击便成碎粒。
由于晶间腐蚀不易检查，所以容易造成设备的突然破坏，危害很大。
 不锈钢、铝合金、镁合金、镍基合金都是晶间腐蚀敏感性高的材料。
其中奥氏体不锈钢是制造化工设备常用的材料，它的晶间腐蚀问题，应特别引起注意。
 在6.2已经提到奥氏体不锈钢经固溶处理后，钢中溶解的碳未能析出，因而这种固溶体对碳的溶解是过
饱和的。
当把这种钢材在450～850℃温度下短时加热时，碳便会与铁、铬形成（Fe，Cr）23C6从奥氏体中析出
并分布在晶粒边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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