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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运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全面介绍各种工艺操作的基本原理、常用设备、设备的工作原理、适用对
象、生产厂家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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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第二节    混  合    将性质或形态不同的物料，通过混合设备，使其达到随机分布状态
的操作称为混合。
所谓随机分布，是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的一个基本概念。
通俗地讲，是当我们按一定的程度将混合器的空间划分成若干区域，并在其中任何区域取样进行测定
，若此时结果表明，区域内物料的各组分所占的比例(质量或体积)，均与投入混合器的物料各组分的
投料比相同(或误差在产品指标允许的误差范围之内)，即达到随机分布状态，产品可认为已在总体上
混合均匀。
    混合操作，可按被混合物料形态的不同分为固-固混合、液-液混合、固-液混合、气-液混合等。
在精细化工配方产品中以固-固、液-液、固-液混合产品居多。
    固-固混合，通常是指粉粒体的混合。
涉及到塑料、橡胶等高分子固体物料与固体添加剂的混合，因其混合的原理、设备等与粉粒体的混合
有很大的不同，橡胶、塑料等与添加剂的混合，常须在特殊的，称为混炼、塑炼机的设备中，将高分
子物加热熔融后，在熔融区域内进行混合，这种操作常称之为混炼与塑炼。
本章讨论的是固一固混合，塑炼与混炼将在第十章作介绍。
    液-液混合，有可互溶的液体物料的单相混合与不可互溶的液体间的多相混合两种情况。
前者如甘油与水、酒精与水等，极易通过搅拌获得均匀的单相混合物，常用搅拌混合器即可完成，故
在本节中不予讨论。
不可互溶的液体相互混合时，要将其中一种液体分散成液珠的形式均匀分布至另一不相混溶的液体中
，并要获得稳定的分散物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不互溶液体的混合，常需加入表面活性剂，有时还必需借助于特定的乳化分散设备，控制一定的条件
，掌握一定的经验才能达到目的。
有关乳化技术，将在第十一章给予介绍。
    固-液混合，视所得产品的形态可分为以下各种不同情况：    (1)当混合是向固体混合组分中添加少量
液体组分，产物仍为粉粒状物料时，常可在固-固混合设备上加设液体喷头，在混合过程中将液体组分
喷到固体粉粒混合物中即可。
    当混合是向粉体中加入少量液体，制备均匀的塑性物料或膏状物料，或在高粘度物料内加入少量的
粉体或液体添加剂。
制备成均匀混合物时，就须采用称之为捏合机的设备。
混合过程亦称为捏合。
    (2)当混合物为膏状、浆状物料时，通常采用湿法研磨设备，在研磨过程中同时完成分散混合。
这在上一节中已作介绍。
    (3)当混合是向液体物料中加入少量固体物料时，如物料在液体中可溶，则通过搅拌即可得到均匀的
混合物溶液；当物质以胶体粒子(粒径1～100nm)分散于液体中时，则得到胶体溶液。
如蛋白质、动物胶、肥皂等与水接触时，即在水中分散成胶体溶液。
通过人工方法，如采用胶体磨也可将物质研磨至胶体粒子般大小，获得该物质的胶体溶液。
如固体粒子在液体中不溶，若粒子直径大于100nm(0．1μn)时。
则混合物为不稳定的悬浊液。
悬浊液亦可由湿法研磨设备制得，但因其不稳定性，故不宜作为商品，在不得已时，则须加注“搅匀
才可应用”的使用说明。
    作为配方性的精细化工产品，组分均匀混合是基本要求。
因而混合操作在配方产品生产中有重要意义。
本节内容以固-固混合为主。
并涉及固-液混合及捏合的部分内容。
    一、混合原理    固-固混合，是指固体粉粒体的混合。
其混合操作，是借助结构不同的混合设备，通过对物料搅动、翻转、推拉等作用，使物料中各组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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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位置更动，并克服物料粒子因物性不同而产生的分层倾向，从而使物料由刚投入混合机时的不同品
种分区分布状态变为相互混合的随机分布状态。
而在为获得面团状物料的捏合混合作用，则主要是由设备的运动件产生的剪切力，把物料挤压、拉伸
、撕裂、折叠，同时，推动物料产生相对运动。
如此反复多次，达到混合均匀的目的。
两者的混合原理是不同的。
    二、影响物料混合的因素    固体粉粒混合，是否容易达到均匀一致，与粉粒的物性有很大关系。
大小均匀、密度相近的粒子容易混合均匀；大小均匀，但密度不同的粒子，在混合时，密度大的粒子
易趋向容器底部，有分层趋向；密度相近，形状不同的粒子，混合时，最小的光滑的球形的粒子易趋
向容器底部，并有分层趋向；易粘结的粒子，则因粒子间的相对运动阻力较大，故亦难以混合均匀。
为将不同物性的粒子混合均匀，已开发了适用于不同性质物料的多种类型的混合设备，合适的设备，
常可获得满意的混合产品，故选用混合设备，常常是获得均匀产品的关键。
    三、粉粒混合机的选择    混合机的选择，考虑的因素主要有物料的性质、混合物的质量要求及对混
合过程的要求等。
    (1)不同性质的物料，适用的混合设备不同。
滚筒类混合机，是利用混合室的旋转达到混合目的，主要适用于物性差异不大、流动性好的物料，也
可适用于向固态物料中加入少量液体的混合。
转子类混合机，是利用混合室内的转动部件(转子)的转动进行混合，可适用于物性及粒度有一定差异
的物料的混合，其中的某些型号的混合机，如双螺旋锥形混合机、SCH螺带式锥型混合机等，对密度
悬殊、粒度不同的物料的混合也能有良好的混合效果。
可见，不同混合机对物料性质的适用性很不相同，故选择的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混合的成败，故是
选择时应首先考虑的因素。
    (2)混合物的质量，包括混合物的均匀度、洁净度、颗粒度分布等。
    混合的均匀度，主要归结于选用的设备对物料的适用性，合适的设备，可克服物料产生的分层倾向
，从而获得均匀的混合物。
    混合物的洁净度，则要考虑物料在混合过程中不被污染。
这就要求混合设备采用的材质，应不与物料组分产生化学反应。
混合设备的内壁或转动部件，应不会在混合过程中因磨损而污染物料。
对带有转动部件的混合器，其用于润滑转动轴的润滑油等应不会污染混合物。
混合器还应易清洗，以免剩留的物料污染下批产品等。
事实上，为保证洁净度的要求，对要求高洁净度的产品，通常以选用不带旋转部件的、具有良好抛光
耐磨内壁的、结构简单的混合器为宜。
    产品的颗粒度分布，常是产品的重要质量指标之一。
混合设备不同，对物料粒子在混合过程的破碎影响程度不同。
即使同一类型混合机，也因混合室的形状或搅拌器的形状、速度等的不同对物料的粒度影响也不同。
对颗粒度大小要求严格的产品，应选择在混合过程中不会导致粒子产生压馈和磨损的设备。
    (3)物料混合过程的要求，是指混合过程是否需加热或冷却，混合过程是否需要分批添加组分或对单
位时间内添加量有无规定等。
此时就必需根据混合对过程的要求选择能满足要求的设备。
如为了加热及冷却，需选用带夹套的设备。
为了有控制地加料，就应尽量选用容器固定型设备，若选用容器旋转型就必须加装特殊的定位停车装
置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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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自从《精细化工应用配方之一——3000例》和《精细化工应用配方之二——2600例》出版之后，
有许多读者来信或来访。
其中，除部分因取得成功而表示感谢外，不少是询问原料的采购及性质，更有一些读者是按配方资料
将原料混合后，得不到预想的结果而来信请求帮助或表示不理解。
其实，对配方性的精细化工产品的开发，许多人，甚至包括一些从事化工合成的人，都以为是一种简
单的劳动，只要将几种原料混合即可。
这是一种误解!事实上，配方产品的制造，从原料的选择到加工工艺以至应用，其中包含了许多学问和
经验。
就配方中有效成分的选择而言，只有当品种、质和量都恰到好处时，才可能发挥主成分物质间的显著
的相乘效果。
作为配方结构中不可缺少的辅助物质而言，亦只有在品种、质和量方面恰到好处时，才可使主成分充
分发挥作用并令产品的使用性能满足使用对象的要求，否则会产生反效果。
就工艺而言，也有不少诀窍：有时配方的成分、配比都没有问题，仅因加料次序不当或搅拌混合速度
不当，即会令组分之间分层或产生沉淀，得不到实用性的产品；有时组分配比、混合次序都得当，但
因温度控制不好或忽略了某一过程需要放置一定时间而得不到要求的产品；有时仅因产品的加工细度
不够而严重影响产品的效能。
凡此种种，在配方产品研制过程中随处可见。
特别是在某些依赖于经验的乳化产品的配制过程中，工艺的诀窍常对产品制造的成败有决定性的影响
。
此外，由于配方性产品是精细化工产品应用于某一特定对象，完成某一特定任务目标的具体应用形式
，故其一切性质及使用方法等必须符合应用对象的要求，所以配方研究者从一开始就要对应用对象有
充分的了解，并在此基础上去开发配方产品及相应的应用技术。
因此，配方产品的研制与化工产品的合成相比，常常需要更为广博的知识与经验。
诚然，配方产品的制造与应用技术中的诀窍，有不少又是一捅即破的窗户纸，因而配方技术保密性强
，往往不公开也不出卖。
这也是目前不少企业规定，原料要采用代号表示，管原料的、管配料的、不同操作岗位的人员要严格
分工，不得互通情报的原因。
    以上种种特点，使得配方产品的开发大多带有研究性质，想凭公开的、从书本或杂志上查到的配方
，就轻而易举地制得理想产品的机会不多。
对于新配方产品的研制与应用开发，即使是专门从事配方研究的科学工作者，也常需要1-3年甚至更长
的时间。
这绝非是危言耸听。
    配方的研究和开发，牵涉到许多知识和技术，并有一套与化工合成完全不同的方法。
只有具备一定的基础知识，掌握一定的方法，才能从事配方研究，才能对已有配方资料进行分析，并
以其为参考，通过实验发现问题、进行修改和完善，最终达到获得理想产品的目的。
    作者们为了帮助有志于精细化工产品开发，但化工基础知识又比较薄弱或对配方研究方法缺乏了解
的读者迈入配方研究门槛，也为了与同行切磋配方研究的方法与工艺技术，特编著了本书(上下两册)
。
本书在选材上力求抓住配方研究必备的基础知识，必须懂得的方法步骤，必须知道的设备与工艺等几
个重点，去组织材料并融入作者们多年从事配方研制与应用的心得体会与经验。
如通过本书，可使读者在进行配方产品研究时感到有所启发，作者们将感到莫大的安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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