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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共分为6章，其中第1章较系统地介绍了化学工程与工艺实验的基本理论，包括实验误差及测量
不确定度、实验设计与数据处理、化工基本物理量的测量技术；第2章是化工过程基础实验；第3章是
化工专业实验(化学工程部分)；第4章为化工专业实验(精细化工部分)；第5章为化工设计型实验；第6
章为化工研究创新型实验。
内容涵盖化工热力学、反应工程、分离工程、精细化学品合成等领域。
在编写过程中结合相关的实验设计和数据分析软件如Statistica、Excel、Origin等进行介绍，书中简明的
例子可帮助学生迅速掌握相关方法。
编写过程中编者力求概念清晰、层次分明、阐述简洁易懂，使本教材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可读性。
本教材可作为化学工程本科专业用书，也可供化工类科研和实验工作者作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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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7）经常采用热电偶测量壁面温度，若被测的是壁温且壁面材料的导热系数很小，则热电偶热
端点与外界的热交换将会破坏原壁面的温度分布，使测温点的温度失真。
为此可在被测温的壁面固定一导热性能良好的金属片，再将热电偶焊在该金属片上。
若焊接有困难时，利用上述加装金属片的办法，也可大大减小壁面与热端点之间的热阻，提高测量精
度。
在壁温测量用热电偶的热端点外面加保温层，也是提高测量精度的办法。
　　将两热电极分别焊在壁面的两等温点上，壁面为第三导线接人热电偶线路后，可提高壁温的测量
精度。
但要注意，如果被测表面材质不均匀，这种方法反而会使误差增大。
　　（8）热电极线沿等温壁面紧贴一段距离，可减小热端点通过热电偶丝与周围环境的传热速率，
相当于增大热电偶的插入深度。
　　3.热电偶测量系统的动态性能引起的误差　　热电偶测量系统的动态性能可用滞后时间表示。
滞后时问愈长，达到稳定输出所需的时间也愈长，热电偶的热惰性愈大。
为了减小滞后时间，被测介质向感温元件传热的热阻应尽量小，保护管与热端点之间的导热物料和热
端点本身的热容量也应当尽量小。
为此，应尽量减小热电偶丝的直径和保护套管的直径。
测量变化较快、信号较大的温度时，动态性能引起的误差是不可忽视的。
　　4.仪表的工作误差尽量减少测量仪表的工作误差。
　　5.传输的误差消除信号传输过程中的误差。
　　6.保护套管材料根据被测物质的化学性质选用保护套管材料。
　　1.3.1.5 温度控制技术　　在工业生产过程中，由于介质获得热量的来源各异，因而控制手段也各
不相同，本部分讨论电热控制方法。
在实验或生产过程中，由于电能较容易得到，且易转换为热能，因而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其加热主体
为：电热棒、加热带和电炉丝等。
如在流化干燥速率曲线的测定实验中，通过控制电加热器中电热棒的电压来控制其进入流化干燥塔的
热空气的温度，其控制电路由热电偶、测控仪表和固态继电器组成，如图1-3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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