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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反应工程(第3版)》系为高等院校本科化工类专业化学反应工程课而编写的一本教材。
《反应工程(第3版)》从应用的角度和进行反应器设计与分析的需要出发，阐明反应动力学的基本原理
。
对于多相系统，较详细地讨论了化学反应与传递现象间的相互作用和定量处理方法。
以理想流动模型为基础，对等温和变温流动反应器的设计计算作了较详尽的讨论。
介绍了流动系统停留时间分布的基本理论和实验测定，以及由停留时间分布建立实际反应器流动模型
的方法。
在理论反应器的基础上，对于实际反应器重点讨论气固催化反应器的设计和分析，对于气液反应和气
液固相催化反应亦作了扼要介绍。
有关间歇反应器和半连续反应器的问题《反应工程(第3版)》也予以足够的重视。
此外，还简单论述了有关生化反应工程、聚合反应工程和电化学反应工程的基本理论与特点。
书中编入了大量工业实例和习题。
《反应工程(第3版)》除作教材外，还可供从事化工生产、科研和设计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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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5 停留时间分布与反应器的流动模型 在第3章及第4章中讨论了两种不同类型的流动
反应器——连续釜式反应器和管式反应器。
在相同的情况下，两者的操作效果有很大的差别，究其原因是由于反应物料在反应器内的流动状况不
同，即停留时间分布不同。
本章将对此作进一步讨论，阐明流动系统的停留时间分布的定量描述及其实验测定方法。
 前面关于连续釜式反应器的设计系基于反应区内物料浓度均一这一假定，处理管式反应器问题时则使
用了活塞流的假定；如果不符合这两种假定，就需要建立另外的流动模型，以便对反应器进行设计与
分析。
流动模型的建立是基于停留时间分布，这是本章所要讨论的另一主要内容。
此外，还要在所建立模型的基础上，说明该类反应器的性能和设计计算。
 化学反应器中流体的混合直接影响到化学反应的进行，本章最后还要简单地介绍有关流动反应器内流
体混合问题，阐明几个基本概念。
 5.1停留时间分布 5.1.1 概述 化学反应进行的完全程度与反应物料在反应器内停留时间的长短有关，时
间越长，反应进行得越完全，可见，研究反应物料在反应器内的停留时间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对于间歇反应器，这个问题比较简单，因为反应物料是一次装入，所以在任何时刻下反应器内所有物
料在其中的停留时间都是一样的，不存在任何停留时间分布问题，间歇反应器反应物料停留时间的测
量与控制是轻而易举的事。
对于流动系统，情况就不同了，由于流体连续不断流入系统而又连续地由系统流出，流体的停留时间
问题比较复杂，通常所说的停留时间是指流体以进入系统时算起，到其离开系统时为止，在系统内总
共经历的时间，即流体从系统的进口至出口所耗费的时间。
这里自然会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同时进入系统的流体，是否也同时离开系统？
由于流体是连续的，而流体分子的运动又是无序的，所有分子都遵循同一的途径向前移动是不可能的
，完全是一个随机过程。
正因为这样，不能对单个分子考察其停留时间，而是对一堆分子进行研究。
这一堆分子所组成的流体，称之为流体粒子或微团。
流体粒子的体积比起系统的体积小到可以忽略不计，但其所包含的分子又足够多，具有确切的统计平
均性质。
那么，同时进入系统的流体粒子是否也同时离开呢？
亦即它们在系统中的停留时间会不会相同呢？
现实生活中很难找到这样的系统，但是并不排除会存在大体相等的情况，第四章对管式反应器所作的
活塞流假定就是基于这一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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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反应工程(第3版)》系为高等院校本科化工类专业化学反应工程
课而编写的一本教材。
《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反应工程(第3版)》除作教材外，还可供从事化工生产、科研和
设计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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