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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材料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和科学技术发展的核心与先导，没有先进的材料，就没有先进的工业
、农业和科学技术。
材料分为金属材料、无机非金属材料（简称无机材料）、有机高分子材料和复合材料四大类。
无机材料产品因其应用范围广而成为材料领域研究和开发的重点。
作为新世纪高科技的支撑，21世纪材料类专业人才在掌握基本理论的同时，必须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
，并具有一定的工程开发和研究能力、创新能力。
“无机材料热工基础”是无机材料专业的主干课程之一，是从基础课到专业课的过渡课程。
本书既有理论性，又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全书共分9章，包括绪论、气体力学基础、传热学、传
质原理、燃料及其燃烧、干燥过程与设备、水泥工业窑炉、陶瓷工业窑炉、玻璃工业窑炉。
本书整合了材料工程的共性基础原理（流体力学原理、传热原理、传质原理和燃料燃烧理论）以及上
述理论典型运用的单元过程（物料的干燥、燃料的燃烧以及热工窑炉）。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既注意逻辑思维的严密性，又强调理论与工程实践的有机结合，并试图将最新的工
程科技成果充实到教材之中。
本书内容主要包括两大部分：（1）热工基本理论部分：包括气体力学原理、传热原理、传质原理和
燃烧理论，学生通过学习可以掌握材料领域工程问题的基本规律，为解决工程实际问题打下坚实理论
基础。
（2）工程应用部分：主要包括燃烧设备、干燥设备以及无机材料工业窑炉，重点阐述运用热工基本
理论知识分析各类热工设备的构造、热工特性、操作原理，学生能在更高的认知层面上进一步综合、
灵活应用热工基础的知识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本书既可作为高等院校材料科学与工程、无机非金属材料、粉末治金、建筑材料、矿物材料和相关专
业教学用书或参考书；也可供科研设计院所、厂矿企业中从事无机材料、矿物材料及相关领域工作的
广大科研人员、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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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无机材料热工基础》着重介绍了无机材料工业热工基础理论及其相关设备，主要内容包括气体力学
基础、传热学、传质原理、燃料及其燃烧、干燥过程与设备、水泥工业窑炉、陶瓷工业窑炉、玻璃工
业窑炉。
《无机材料热工基础》教材注重介绍热工基础理论的研究方法与解决问题的思路，既注意逻辑思维的
严密性，又强调理论与工程实践的有机结合，使学生能在更高的认知层面上进一步综合、灵活应用热
工基础的知识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本教材既可作为高等院校材料科学与工程、无机非金属材料、粉末冶金、建筑材料、矿物材料和相关
专业教学用书或参考书；也可供科研设计院所、厂矿企业中从事无机材料、矿物材料及相关领域工作
的广大科研人员、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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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气体没有固定的形状和体积，能自发充满任何容器，具有很强的压缩性，体积膨胀系数也很大
。
气体力学是从宏观角度研究气体平衡和流动规律及其应用的一门工程科学。
气体力学理论在发展无机材料窑炉设计的技术指导和正确进行窑炉操作方面是不可缺少的基础理论。
无机材料窑炉中的气体有多种，而主要的是空气和燃料气体及烟气。
它们起着雾化剂、助燃剂、反应剂、载热体等作用。
纵观整个窑炉工作过程，从固体燃料的气化，液体燃料的雾化，气体燃料的入炉，气态燃烧产物加热
物料，烟气离炉经烟道、余热回收设备，再从烟囱排出，自始至终都与气体流动相关联。
如气流的分布状况对窑炉内压力和温度的分布以及控制有影响；气流的流动状态、速度和气流的流动
方向对炉内热交换过程有影响；气体的压强和流动阻力对排烟系统和装置的设计有影响；气流的混合
对燃料燃烧过程有影响；同时窑炉中的气体流动也常伴随有燃烧、传热、传质以及某些化学反应，它
们对气体的流动又有一定的影响。
可见，无机材料窑炉的某些特性和热交换过程是与气体的运动有着密切关系的，而窑炉中气体流动对
传热的影响又是热工技术人员最感兴趣的问题。
本章研究的中心问题是气体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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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无机材料热工基础》：高等学校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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