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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6年我们编写了《煤化工基础》（第一版），被许多高校选作本科教材，并得到肯定，但在这五年
多的教学实践中我们深感煤化工技术发展迅速，本书已不能很好地满足当今煤化工教学需求，于是我
们在《煤化工基础》（第一版）的基础上进行了修订和补充。
修订和补充的原则仍按照本科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应用化学专业人才培养的指导思想，同时兼顾在
职培训以及高职教育，结合当今煤化工技术的发展，广泛吸取教学过程中的经验。
本书仍保持简明扼要、内容新颖的特点,以满足煤化工基础课程32～48个学时的要求。
本书以化学原理—工艺流程—应用现状为主线，简明扼要、通俗易懂地介绍了现代煤化工基础，特别
注重煤化工领域的新发展。
本次修订，在第1章绪论中更新了煤炭资源数据，延伸了煤化工发展历史的描述，增加了煤化工产业
政策。
大幅度删减了第2章炼焦基础、第3章炼焦化学产品的回收与精制的内容。
强化了第4章煤气化的新内容，如气化原理和气化类型，Lurgi、Texaco、Shell、GSP气化方法和气化炉
，地下气化方法等。
补充了第5章煤的间接液化、第6章煤的直接液化的新知识和新成果。
增加了第7章煤的热解及热解脱硫和第8章新型煤化工技术两章。
煤的热解及热解脱硫这一章主要介绍了煤热解的基本概念、煤热解工艺、热解过程中硫的脱除以及热
解脱硫的影响因素等。
新型煤化工技术这一章主要介绍了煤制烯烃的工艺流程及基本原理、煤制烯烃催化剂及反应机理
、MTO与MTP工艺技术比较、MTO与MTP技术发展与应用情况、煤制乙二醇的基本原理和工艺流程
及应用、煤制天然气反应原理与基本工艺流程及应用等。
细化了第9章碳一化工产品中甲醇的内容。
完善了第10章煤化工安全与环保的有关内容。
经过修订和补充我们感觉此书更具有现代和基础双重特色，因此，更名为现代煤化工基础。
全书共十章，第1章由胡瑞生和白雅琴共同编写，第2章、第3章由胡瑞生和李玉林编写；第4章、第5章
、第6章、第8章由胡瑞生编写，第9章由白雅琴编写，第7章、第10章由内蒙古大学刘粉荣编写，全书
由内蒙古大学胡瑞生统稿。
本书可作为化学工程与工艺、能源化工、煤化工、应用化学等专业的教材或参考书，也可供从事煤化
工生产、城市煤气和工业燃气生产及煤炭综合利用等相关工程技术人员及管理人员参阅。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参考了大量的文献，同时还得到了内蒙古大学化学化工学院苏海全院长及其他领
导、教师和学生的支持与帮助，研究生付蕊、李春、秦丽婷、谢丽丽、其其格、王欣、李雪、丁冉冉
、卢天竹、宋丽峰、陈思也参与了本书的修订工作，在此一并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现代煤化工技术大多尚处于示范阶段以及技术保密等原因，加之作者水平与时间有限，书中难免
有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胡瑞生2012年1月我国有丰富的煤炭资源，煤炭产量和消费量均居世界首位。
在石油消费量和进口量不断增加的形势下，大力发展煤化工技术是保证我国能源安全及化学工业持续
发展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国家已经将煤化工的研发及产业化列为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是未来国家科技创新和产业化的主要研
究方向之一。
国内化工、电力、煤炭等行业也纷纷进行这些技术领域的应用、示范，已经形成了对这些技术的巨大
需求。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根据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国内很多高校的相关专业纷纷开设煤化工方面的选修
课程，我们也在化工、应用化学等本科专业开设了煤化工基础2学分课程。
近年来国内简明扼要地介绍煤化工基础知识的本科教材相对较少，特别是包含煤化工研究最新发展的
基础教材更为少见。
本书就是在广泛汲取教学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本着简明扼要、力求新颖的原则编写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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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共分8章，即绪论、炼焦、炼焦化学产品的回收与精制、煤的气化、煤的直接液化、煤的间接液
化、碳一化工主要产品、煤化工安全与环境保护。
书中主要讲述了上述几个方面的基本理论、原理、特点、典型生产工艺过程及其操作条件以及近年来
国内外的发展历史、现状、市场前景等。
其中第1章由胡瑞生和李玉林共同编写；第2章、第3章和第8章由李玉林编写；其余章节由胡瑞生和白
雅琴编写；全书由胡瑞生教授主审并统稿。
本书可作为化学工程与工艺、能源化工、煤化工、炼焦化工、应用化工技术、应用化学等专业的教材
或参考书，也可供从事城市煤气和工业燃气生产及煤炭综合利用部门的工程技术人员及管理人员参阅
。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参考了大量的相关中文专著和资料，同时我们的科研合作同事美国匹兹堡大学煤
化工专家张玉龙博士也提供了较多的外文资料，在此谨向其作者表示感谢，同时还要感谢为本书提供
大量技术资料的企业和老师、同学以及在出版过程中给予热情支持和帮助的单位和同志。
另外在本书编写过程中还得到了内蒙古大学化学化工学院苏海全院长及其他领导、教师和学生的支持
与帮助，在此也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们对迄今为止的大量资料做了深入广泛的调研与分析，结合自己的科研实践，按化学原理一工艺流
程一发展现状这一主线简明扼要地进行了介绍，这正是本书特色所在。
但由于煤化工技术应用尚未形成较大规模以及技术保密等原因，加之作者水平与时间有限，书中难免
有不足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胡瑞生2006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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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煤化工基础（第2版）》按照当前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人才培养的指导思想，在广泛吸取
教学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编写而成。
《现代煤化工基础（第2版）》共分为十章，即绪论、炼焦基础、炼焦化学产品的回收与精制、煤的
气化、煤的间接液化、煤的直接液化、煤的热解及热解脱硫、新型煤化工技术、碳一化工主要产品、
煤化工安全与环保。
《现代煤化工基础（第2版）》简要讨论了上述几个方面的基本理论、主要生产工艺流程及技术以及
近年来国内外发展现状、市场前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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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 加热速率影响有机硫之间、有机硫与黄铁矿硫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气相中的二次反应
，较快的加热速率可以减少接触时间，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气相中的二次反应。
快速升温热解过程中硫的逸出总量稍大于或等于程序升温热解（慢速热解）硫的逸出总量，但含硫气
体的种类有所不同。
在快速热解过程中有大量的CH3SH、C2HsSH生成，这是由于气相中二次反应被减弱。
在程序升温热解气相中产生的sO2是H2S被热解产生的H2O、C02氧化所形成的。
（6）热解终温热解终温不同，热解反应深度也有所不同。
通常随着热解终温的升高，焦炭和焦油的产率会下降，煤气产率则会增加，但煤气中氢气含量增加，
烃类产品由于在较高温度下能发生二次反应而降低，因而煤气的发热量降低；焦油中芳烃和沥青增加
，酚类和脂肪烃含量降低；煤气中氢气成分增加，烃类减少。
由此可看出随着终温的不同，所得各产品组成与含量也不同，因此为了获取不同的产品，工业上可采
取不同的热解终温，如低温热解主要目的是制取焦油、中温慢速热解以生产中热值煤气为主，而高温
热解主要用于生产高强度的冶金焦。
一般来说，随着热解温度的升高，煤的脱硫率也随着升高，不同温度下的热解产物也不尽相同。
在低温热解条伴下，只有小部分不稳定有机硫分解，大部分有机硫滞留在固相中，在较高温度下才有
利于稳定有机硫的析出。
热解温度和煤种、不同气氛对无机硫和有机硫的脱除也有影响，除了影响脱硫率外，还会影响硫的分
解温度。
温度是影响煤热解脱硫的重要因素，不同煤种有最佳的脱硫温度，且因煤种而异。
不同煤种中不同的形态硫，对于温度表现出不同的逸出规律，所以温度只是其中一个影响因素，还有
许多其他因素共同影响着煤中硫的变迁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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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代煤化工基础(第2版)》是高等学校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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