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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化工原理》（1992）及《化工原理》第2版（2002）已由清华大学多个院系
及十余所兄弟院校使用多年，反映良好。
1997年，《化工原理》被评为全国优秀教材二等奖（化工类）。
2005年，《化工原理》第2版被评为北京市精品教材。
根据化学工程与工艺的学科发展需要及“化工原理”课程讲授的要求，第3版对部分内容做了进一步
修订。
《化工原理》是化工类及相关专业的重要技术基础课程教材，其主要内容是讲授化工单元操作的基本
原理、典型设备的结构、操作性能和设计计算。
《化工原理》遵循“掌握基本原理、突出过程强化、激发交叉兴趣、增强创新能力”的讲授逻辑，内
容体现掌握基本理论与激发创新意识并重，既突出基本理论，又重视联系实际、丰富工程性内容，以
启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和意识，引导学生从掌握基本原理出发，注重培养创新能力。
《化工原理》将化工单元操作按照过程共性归类。
以动量传递为基础，阐述流体流动、流体输送机械、流体流过颗粒和颗粒层的流动、非均相混合物的
分离；以热量传递为基础，阐述传热及蒸发操作；以质量传递为基础，阐述吸收、精馏、萃取、干燥
、吸附、膜分离和其他分离方法等单元操作。
《化工原理》除了强调流动、传热、传质等概论方面的描述外，还注意引入过程强化和新型分离技术
的研究现状等内容，并通过思考题或讨论题，培养学生综合能力和分析解决问题能力。
教材可读性强，易于自学。
《化工原理》分上、下两册。
上册包括流体流动、流体输送机械、流体流过颗粒和颗粒层的流动、非均相混合物的分离、传热和蒸
发等6章，书末有26个附录；下册包括传质分离过程概论、吸收、蒸馏、气液传质设备、液液萃取、干
燥、吸附分离、膜分离和其他分离方法等9章。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化工类及相关专业学生的“化工原理”、“化学工程基础”等课程的教材，也可
作为从事化工、生物化工、环境、食品加工、轻工、制药和材料等行业的工程技术人员的学习参考书
。
《化工原理》第l版各章分别由蒋维钧（绪论，第3、4、6、7、9章）、戴猷元（第1、2章）、顾惠君
（第5章）、雷良恒（第10、11章）和刘茂林（第8、12、13章）编写，最后由蒋维钧修改，统一定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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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清华大学精品课程“化工原理”的教材，在清华大学多个系所使用多年。
全书分上、下两册。
上册包括流体流动、流体输送机械、流体流过颗粒和颗粒层的流动、非均相混合物的分离、传热和蒸
发等6章，书末有26个附录；下册包括传质分离过程概论、吸收、蒸馏、气液传质设备、液液萃取、干
燥、吸附分离、膜分离和其他分离方法等9章。
    本书可供高等院校化工、生物化工、环境、食品、轻工、制药和材料等专业的师生作教材使用，也
可作为从事上述专业的设计、开发和运行的工程技术人员的学习参考书。
    本书可与《化工原理习题解析(上、下册)》配套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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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7.4  传质分离过程的两种基本类型混合物中诸组分在两相间的分配，根据其相对量的不同可以
分为两种情况，与此相对应的分离方法也可以分为两类。
1.混合物中诸钮分在两相间的分配相差很大例如氨和空气的混合气在气相与水相间的分配。
此体系两相平衡时，水相中溶解的空气相对于NH3来说很少，实际上可以认为只有氨溶人水相，空气
几乎不溶于水相。
这就是说，当水相与气相接触时只有一种组分（氨）进入水相，从而使氨与空气得到分离。
吸收、简单萃取、浸取、干燥以及简单吸附等分离过程属于这种类型。
这种分离方法的特点是只需引入一股物流，形成两相接触体系即可实现组分的分离。
2.混合物中诸组分在两相间的分配相差真不大苯-甲苯混合物的气、液两相平衡属于这类情况。
平衡时，气相中苯的相对含量较液相中高（或者说液相中甲苯的相对含量较气相中高），但是高得不
多。
例如与含苯0.5摩尔分数（含甲苯也是0.5）的液体呈平衡的气相中苯的含量为0.7摩尔分数（含甲苯
为0.3）。
对于这类情况只引入一股物流已不可能实现苯与甲苯的完全分离。
为了使这两个组分完全分离，必须再加入另一股物流，譬如，对于精馏是回流与上升气流。
精馏、回流萃取、分馏吸附、同位素化学交换等分离过程属于这种类型。
这类分离方法的特点是需要引入两股物流，分段形成两相接触体系，整个过程可以同时分段进行（如
精馏、回流萃取），也可以周期性地轮换进行（如色层分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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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化工原理(第3版)下册》：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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