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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化学分离法是一门分离的科学，对化学化工、材料科学、生命科学、环境科学、冶金学等领域有
着十分重要的科研、教学、应用价值。
尤其是随着目前高技术产业的出现，特别是生物工程及生物工程技术的发展，迫切需要更先进、更优
化的分离方法。
　　《21世纪全国高校规划教材：化学分离法》侧重于基本理论、基本应用，以理论及实验与生产相
结合，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等为原则进行编写。
在有关章节的后面配有问题思考与习题，以促使读者很好地去把握理论及应用。
《21世纪全国高校规划教材：化学分离法》适合各类高校化学化工等相关学科作教材使用，也可供科
技工作者作为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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