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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精细化工作为化学工业的一个重要领域，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着，并成为当前世界化学工业
激烈竞争的焦点，引起了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和大力发展。
因此，精细化学品的比例被看作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化学工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
精细化工产品的生产需经过一系列的化学和物理处理过程，因而精细化工反应过程已成为应用化学专
业（精细化工方向）的主干课之一。
该课程设置的目的是使学生在化工原理的基础上，进一步了解化工反应过程与设备，从而为精细细化
学品的生产、开发和工艺设计打下必要的理论基础。
　　目前，适用应用化学专业学生的化学反应工程教材较少，主要是一些少学时的课本，但这些课本
大多以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课程为基础而编写的，其中涉及的课程内容与应用化学专业的前述课程的
教学内容不衔接，学生理解比较困难，因此有必要编写以应化专业前导课为基础，适应应化专业特点
的化学反应工程基础教材。
　　本教材的编写主要结合精细化工产品的生产特点，一方面注意保持化学反应工程学体系的完整性
、系统性，另一方面力求突出基本概念、基本方法与基本原理，内容尽量少而精。
为适应应用化学专业应用人才培养的需求，本教材在介绍反应工程的理论基础时重在讲述基本概念与
应用，同时在可能的情况下对数学推导过程删繁就简，且在涉及数学推导时给出了具体的过程，对于
重要的结论则注意突出其物理意义与工程特点。
为了能够较为接近精细化工生产实际过程，本书除了从教学需要出发安排若干基础训练的例题外，在
部分章节中还有意安排了一些从设计实例中取材的大型例题，以期使学生通过这些例题的讲解，了解
工程设计的特点，掌握解决问题常用的方法。
　　本书共分为八章，总教学时数32～40学时。
其中前五章为基本内容，讲解化学动力学、间歇反应器、理想流动反应器、复杂反应与热量平衡等主
要内容，共24学时；后三章主要对精细化工生产过程常用的反应器作了简要的介绍，基本原理与案例
分析相结合，以案例开发为例，有利于学生今后运用基本原理指导过程开发。
　　本书由靳海波主编，罗国华、程丽华副主编。
具体编写内容：罗国华编写第2、3章和第5章5.2节；程丽华编写第5章5.1、5.3、5.4节；靳海波编写第1
、4、6、7、8章，并对全书进行了修改、审查和统稿。
全书由佟泽民教授主审，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在此深表感谢。
　　鉴于编者学识与教学经验有限，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望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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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精细化工反应工程是应用化学专业(精细化工方向)的主干课之一，该课程目的是使学生在化工原理的
基础上，进一步了解化工反应过程与设备，为精细化学品的生产、开发和工艺设计打下必要的理论基
础，为适应应用化学专业应用人才培养的需求而编写的教材。
    本教材的编写主要结合精细化工产品的生产特点，一方面注意保持化学反应工程学体系的完整性、
系统性，另一方面力求突出基本概念、基本方法与基本原理，内容尽量少而精。
本书共分为八章，主要内容为化学动力学基础、理想反应器、复杂反应与热量平衡、非理想流动、搅
拌釜式反应器、气液反应器以及气固相固定床反应器等。
    为了能够较为接近精细化工生产实际过程，本书除了从教学需要出发安排若干基础训练的例题外，
在部分章节中还安排了一些从设计实例中取材的大型例题，以期使学生通过这些例题的讲解，了解工
程设计的特点，掌握解决问题常用的方法。
    本书适用于高等院校应用化学专业及相近的专业本科教材，也可供化工领域中从事科研、设计和生
产的科技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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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生产技术水平低，产品技术含量低。
受综合国力和科技水平的制约，我国精细化工生产技术普遍低下，甚至还存在一些作坊式生产；在生
产路线、单元操作、产品后处理等方面仍停留在70年代世界水平，而且在许多领域，如功能树脂、信
息化学品、磁记录材料、精细陶瓷等方面尚处于起步阶段，有的基本空白。
产品技术含量低，高精尖产品少，中低档产品多，出口基本上是以量取胜。
　　（2）产品品种少、总量不足、质量差、更新换代慢。
我国精细化工行业起步晚，至今品种少，世界有十几万个品种，我国近3万个品种。
即使在传统的行业中，如染料产品品种仅满足50％。
在许多新兴行业中品种更缺；在总量上，许多重要的产品一直依靠进口；产品质量普遍与国外有明显
差距，缺乏系列化；产品更新换代慢，例如饲料添加剂中的氨基酸、维生素类产品，食品添加剂中的
黄原胶、β-胡萝卜素，胶粘剂中汽车行业用胶。
再如表面活性剂，目前世界上每年有100多个新品种投入市场，而我国产品总数仅为700-800种。
　　（3）企业集中度低、生产规模小、资源配置效率低。
我国精细化工行业总数有几万家，总产值仅3800亿元左右（其中新领域精细化工占一半左右），生产
规模普遍偏小，而且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因此资源配置效率低。
　　（4）科技开发投入力度不够，科技创新体系仅处于初创阶段。
在精细化工行业中，严重存在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科技资源大多数集中在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
科技成果转化率仅10％；企业科技研发费用提取率仅2％左右，大多数企业没有自己的技术开发机构；
为中小企业提供技术服务的机构不够健全。
　　（5）市场开发和应用开发力度不够。
我国精细化工发展过程中，应用开发、技术服务极为薄弱，严重制约我国精细化工发展。
往往是先上装置再开发市场，造成装置能力不能发挥，影响投资收益。
衍生产品开发力度不够，产品应用技术薄弱，配方应用技术差距更大。
　　（6）环境污染已成为精细化工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我国精细化工企业规模小，资金不足，布局分散，造成生产过程中产生大量“三废”，治理难度大，
效果差，已对环境造成了一定影响，制约了行业发展。
　　化学工程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已作为一个包括单元操作、反应工程、控制工程、系统工程在内的
完整学科，可以改变物质结构、改善物质性能、合成新的物质，对于多品种的精细化工来说，这一点
更显得重要。
世界主要从事精细化工生产的公司都十分重视化学工程新技术的开发和应用。
还要着重提到的是生物工程技术，它是由基因工程、细胞工程、酶工程和发酵工程组成的新技术，它
不仅可为精细化工提供更为广阔的新技术，其对精细化工的研究开发十分重要，而且可为精细化工提
供更为广阔的原料和产品，同时还将引起已有精细化工传统工艺的革新，出现少污染、省能源的新工
艺。
国际上许多知名的化学公司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进行生物工程技术的研究，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
生物工程技术将更多地应用于医药、农药、营养品等中。
医药是精细化工中最大的一个门类，目前世界医药产品中有60％左右是采用生物技术生产的。
此外，纳米技术在改造传统精细化工产品中将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
除了采用高新技术外，重视精细化工产品自身技术含量、附加值的高新化很重要，要注重产品功能的
延伸和系列化。
还要着重提到的是，要花大力气发展专用化学品。
从世界精细化工发展的趋势分析，近年来，专用化学品比精细化学品的附加值高、增长速度快、市场
容量大。
可以预测，专用化学品是精细化工发展的主潮流，必然引起我国化工界的特别关注。
还需要提到的是，今后精细化工研发的投入将大大增加，不但是在新产品、新技术的研发上，而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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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应用的开发上，都将投入更大更多的人力和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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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为适应应用化学专业应用人才培养的需求，本教材在介绍反应工程的理论基础时重在讲述基本概
念与应用，同时在可能的情况下对数学推导过程删繁就简，且在涉及数学推导时给出了具体的过程，
对于重要的结论则注意突出其物理意义与工程特点。
　　《精细化工反应工程基础》适用于高等院校应用化学专业及相近的专业本科教材，也可供化工领
域中从事科研、设计和生产的科技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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